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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来汇景心灵成长驿站暑期活动

12月14日，2023年重庆市“心·
希望工程”展示会在荣昌区少年宫
举行。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代
表齐聚一堂，现场体验、观摩荣昌区

“陶的疗愈心灵驿站”、渝中区“心灵
成长社”、南川中学模拟政协学生社
团等“心·希望工程”创新实践成果，
现场交流“心·希望工程”特色项目、
经验做法、亮点成效，聚焦青少年心
理健康、权益维护等社会热点，广泛
凝聚共识，共话青少年身心和谐发
展。展示会还为爱心企业代表授
牌、为“亲友团”代表颁发聘书，发布
2023年“心·希望工程”十大优秀创
新案例，大力推动“心·希望工程”在
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展
开，不断增强共青团权益工作的政
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为进一步维护青少年合法权
益，更好助力青少年成长发展，团
市委于 2022 年实施“心·希望工
程”，聚焦青少年心灵培育、心智教
育、心理健康等重点领域，通过打
造一片“实践园”、组建一支“亲友
团”、建设一批“成长社”、绘制一张

“心电图”、构建一道“防火墙”、开
通一班“直通车”、铺设一条“回归
路”，探索青少年群体关心关爱新
理念、新模式、新载体，着力构建心
理健康、安全自护、政治参与、犯罪
预防等全链条、闭环式青少年成长
守护体系，努力为党培养造就大批
堪当时代重任的社会主义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市级“亲友团”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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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片“实践园”
以更加开放的空间形态开展心理
疏导工作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精神中包
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慈善孝义廉”，
一代代石刻人的事迹也生动展现了“择一事、
终一生”的坚定信念。

2022年以来，大足石刻景区及数字展示
中心被列为青少年心灵成长“实践园”基地之
一，青少年可通过手工雕刻等艺术活动纾解
未曾表达、未被倾听的想法，培育更积极、更
健康的心态，成为了孩子们抵御“不开心”的
心灵动力。

“大足石刻心灵驿站”是重庆共青团以更
加开放的空间形态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帮助
青少年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打开心结的生动
剪影。近年来，团市委依托青少年活动中心、
安全教育基地、科技场馆等场所集中打造了
一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基地，开发一
批融入青少年心理健康元素的活动项目，建
成沙坪坝区“萤火谷文创农场心灵驿站”、渝
中区“十八梯心灵驿站”等85个心灵成长驿
站，为青少年提供了便捷可及的心理健康教
育实践服务。

全市各级团组织加强新时代12355青少
年服务台建设，023—12355热线也将于2024
年1月1日起实现7×24小时运行，为我市青
少年提供全天候热线咨询服务。同时，健全
完善12355市级服务台、区县服务站、社区服
务点三级阵地体系，为青少年提供线下公益
咨询服务。

组建一支“亲友团”
以更加专业的人才队伍守护青少
年健康成长

今年9月，团开州区委与开州区精卫中心
签订《2023年开州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
进合作协议》，并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医生
代表颁发“亲友团”志愿者聘书。

与团开州区委一样，今年以来，越来越多
团组织按照“个十百”人员规模，面向社会广
泛动员法律、心理、社工、教育等专业人才，组
建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市级、区县级、社区
级志愿者团队。通过围绕青少年心理健康、
家庭教育、教师实用技巧等主题开展系列培
训，建立健全志愿者上岗标准及注册、培训、
督导、考核机制，培养出一批既懂青少年身心
健康服务方法和技术，又具有较强思想意识
培育技能的“亲友团”队伍，切实提升志愿者
专业化水平。

目前，团市委已组建市级100人专家团
队，各区县团委均组建10人以上专家队伍，
247个社区12355青少年服务点均稳定联系

至少1名专家志愿者，全市“亲友团”总人数
已达1047名，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27000余
小时。

建设一批“成长社”
以更加适应青少年兴趣爱好的模
式“去标签化”疗愈心灵

今年暑期，在中建三局三公司西南分公
司的大力支持下，团市委组织西南大学、重庆
师范大学、重庆理工大学等高校心理、社工专
业大学生赴基层一线，在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中开展“心灵成长社”项目，为城乡留守
儿童送去“心力量”。

很多孩子有负面情绪时，因害怕被同学
贴上“心理有问题”的标签，不敢也不会去心
理咨询室寻求老师帮助。为有效破解这一
难题，团市委原创开发“心灵成长社”项目，
在学校、村（社区）、“青少年之家”等广泛组
建青少年心理健康社团，通过绘画涂鸦、心
理游戏、舞台戏剧等表达性艺术心理疗愈活
动，帮助青少年释放负面情绪、增强心理素
质。

“心灵成长社”项目已在全市579所中小
学校和487个校外阵地推进实施，累计服务青
少年8.5万余人次。让心理疏导“去标签化”
的同时，赋予青少年更为持久的心灵成长力，
深受青少年及家长欢迎。

目前，团市委已联合市教委将“心灵成
长社”写入《重庆市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
2025年）实施方案》，鼓励支持学校联合共
青团打造“心灵成长社”学生心理健康社团，
努力提升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科学性、针对
性、实效性。

绘制一张“心电图”
以更加亲密的亲子关系巩固升华
家庭和谐

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快，父母与孩
子在一起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埋下了隐患。今年父亲节到来之际，
一场“奔赴自然野趣，传递亲子温情”2023年

“亲子心电图”父亲节专场活动在沙坪坝区萤
火谷文创农场举办。

此次父亲节专场活动是重庆共青团“心·
希望工程”之“亲子心电图”品牌活动。为强
化心灵互动、促进构建和谐亲子关系，近年
来，团市委在全市广泛开展“亲子心电图”系
列活动，指导各级团组织以流动儿童家庭、新
兴青年群体家庭等为重点，将心理疏导与亲
子关系引导有机结合，把培养良好心理素质
和意志品质贯穿青少年发展全过程。截至目

前，全市各级团组织已开展各类亲子关系团
辅活动1500余场，覆盖5万余个亲子家庭，有
效巩固提升了家庭亲子关系。

“我们还紧扣开学季、中高考等时间节
点，为青少年广泛开展心理减压、亲子团辅、
个案咨询等服务；为毕业生、职业青年等广泛
开展职业规划、职场解压、婚恋交友等服务，
促进青年更好成长发展。”团市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

构建一道“防火墙”
以更加前置的预防管理筑牢青少
年安全屏障

今年9月，两江新区金山街道奥园社区妇
联创建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活动在重庆市
为明学校举行，“听见成长的声音”青少年议
事厅在活动上揭牌，成为两江新区首个青少
年议事厅品牌。

“青少年议事厅是帮助青少年树立维权
意识、法律意识、防范意识、责任意识的平台，
后续我们将围绕该平台举办丰富活动，为辖
区青少年化解成长中的烦恼。”金山街道相关
负责人介绍。

如何让青少年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
不断增强、有效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近年
来，团市委联合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
局等部门广泛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
基层行、暑期“共护未来”普法安全教育、全民
禁毒宣传月等活动，持续深化“12355青少年
自护教育”品牌活动，累计覆盖青少年29万余
人，帮助青少年抵制不良行为、远离违法犯
罪，提高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同时，
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等
13家市级部门修订出台《重庆市维护青少年
权益岗创建管理办法》，推报创建（复核）全国
维护青少年权益岗163家，充分发挥各领域维
权岗职能，与属地团组织联动开展服务，让青
少年权益维护渠道更加畅通。

开通一班“直通车”
以更加有效的载体抓手引导青少年有
序参与政治生活

今年5月，在杭州举行的2023年“全国青
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动”启动会暨现场
推进会上，南川区“实施‘青少年社情民意观
察员’培养计划”入选“模拟政协”活动首批十
大创新案例。该活动是重庆共青团“心·希望
工程”的重要品牌活动之一，旨在打造青少年
制度模式学习平台、参政议政实践平台、成才
成长育人平台，把制度自信的种子播撒进青
少年心灵。

近年来，重庆共青团在各级人大、政协指
导支持下，以“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面对面”、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征集等“有形

载体”为抓手，广泛倾听青少年呼声、收集青
少年利益诉求，引导青少年有序参与国家政
治生活、增强制度自信。各级团组织坚持为
青少年协商代言，围绕“高校重点毕业生群体
就业”等主题举办“面对面”调研倾听120余
场，推动229份涉及青少年发展相关建议提案
在“两会”提交，推动出台服务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务青年婚恋交友等促进青少年发展的
普惠性政策和民生实事项目。

持续深化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
动，指导16所高校、194所中职中学组建模拟
政协学生社团，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模
拟议政活动、社会实践锻炼，青少年政治参
与、制度自信教育更加生动有效。

铺设一条“回归路”
以更加温情的关爱帮助重点青少年
群体修补创伤

今年9月，涪陵区首个“莎姐守未”工作
站挂牌成立。工作站融合家庭、学校、社会、
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针对违法犯
罪、心理健康、家庭成长等六大风险，受理侵
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线索，打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后一
公里”。

近年来，为充分履行市、区县预青办职
能职责，在市委政法委的统筹指导下，团市
委以“莎姐守未”专项行动分类关护工作为
抓手，协同市教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
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动发力，有效做好重点
关注未成年人群体等服务管理工作。出台
首个省级《涉案涉罪、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
年人帮教工作指引（试行）》，实施“法律援
助+心理咨询”双援帮扶项目，对重点关注
未成年人群体持续跟踪关护，形成跨领域、
跨部门、跨层级多跨联动的重点青少年群体
服务管理工作格局。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心·希望工程”以
项目化、标准化、社会化工作机制，有效破解
了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工作中的困局和难
题，逐步构建起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
心态培育体系，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
广的创新做法和标志性成果。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实现“心·希
望工程”迭代升级，重庆共青团将持续聚焦体
系化、品牌化、专业化、普惠化目标任务，完善

“心·希望工程”重点工作目标体系、推进体
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把壮大专业力量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擦亮“心·希望工程”
品牌。依托数字化手段促进相关资源流动、
整合、配置，深入探索青少年群体关心关爱新
模式，做到“一地创新、全市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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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亲子心电图”活动

2023年“心·希望工程”展示会活动现场
青少年暑期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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