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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最近压力很大，刚吃了安眠药

……”某天 22 时 31 分，浙江湖州南太湖心航

热线中心内，一个女孩的声音从电话里传

来，接线员吴佳元一阵紧张。开展心理疏导

的同时，他请同事立刻报警。夜色中，警方、

医院急救中心等部门迅速向女孩所在的村

子赶去，最终女孩转危为安。

这是近期发生在湖州的一件事。湖州

启动青少年心理健康护航行动，通过心理热

线、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守护孩子成长。

开通热线，开展科普

“作业还没做完，会被老师批评，压力好

大”“家长总吵架，好心烦”……心理咨询师

吴佳元常接到类似的咨询电话。“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问题五花八门。若得不到正确疏

导，可能会走向极端。”吴佳元说，“但过去提

起心理健康问题，许多人，尤其是家长，容易

谈之色变。”

坚持“防为主、防为上”工作理念，围绕

“正视心理问题，大胆请求援助”主题，湖州

近年来大力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教活动。

湖州二中的心理教师陈丽萍介绍：“学校每

半个月会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发放‘给家长

的一封信’，引导家长重视孩子心理健康。”

全市建成数字家长学校 65 所，社区（村）家长

学校 1180 所。湖州市残联成立报告团，深入

全市 266 所中小学校开展励志教育和生命教

育。同时，湖州还发动市总工会、团市委、市

妇联、市红十字会等群团组织，联合市心理

学会等社会团体，广泛开展进企业、进学校、

进社区活动，提供心理志愿服务。

在多方努力下，如今关于心理健康的宣

传在湖州随处可见。公交站牌上、电视上、

官方媒体账号上，哪怕是路边草坪上的标语

牌 上 ，都 能 看 到 相 关 的 宣 传 标 语 以 及

“2251885”的电话号码。

“2251885”，谐 音“ 爱 爱 我 要 帮 帮 我 ”。

湖州统筹原有的 96525、12355 等 5 条心理援

助热线，归集为一条，由湖州市第三人民医

院的专业医生和 150 余名有心理学学习背景

的志愿者 24 小时轮流值守，确保“生命线”时

时在线。

耐心倾听，持续帮扶

“ 我 爸 总 让 我 帮 忙 看 店 ，我 没 时 间 学

习。成绩差了，他又打骂我……”去年 8 月，

在热线中心值夜班的吴佳元接到这样一个

电话。沟通近一小时，这名中学生的心情终

于平复。虽然问题初步化解，但依照程序，

吴佳元依然与吴兴区文明办专班沟通。几

日后，专班人员与学校教师一起，以日常家

访的形式来到学生家里，就教育方式的问题

与学生的父亲进行沟通。同时，专班还组织

儿童之家、邻里中心的社工人员，定期到这

位学生的住处开展慰问。“谢谢老师，最近的

关怀我都收到了，我爸的毛病也改了……”

几 个 月 后 ，吴 佳 元 又 接 到 了 这 名 学 生 的

电话。

接 听 热 线 ，是 发 现 并 介 入 学 生 心 理 问

题的重要一环。目前，接线员已有了一套

完整的热线处理流程——若来电是一般问

题，则凭借心理知识直接化解；若问题较严

重，则建议其线下咨询，并同步推送信息至

咨询中心；若是应急事件，则启动“一键智

达”机制，联动 110、120、社区、心理专家等

及时救援。

接听热线，做好线上心理辅导只是工作

之一。针对存在较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后续

帮扶更为重要。虽然学校、共青团、医院、妇

联等部门都拥有各自帮扶的力量，但这些力

量都比较分散。对此，湖州成立市社会（青

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市委办，并出台《湖州市青少年心理健

康护航行动方案》，建立家庭、学校、政府、社

会、孩子五方面形成合力的责任体系。

走进湖州市区的河景公园，一栋二层小楼

里挂着“城市书吧”的字样，这里是南太湖心航

线下咨询中心点。湖州市委副秘书长、市专

班负责人陆卫良介绍：“为避免有家长学生

害怕去医院看诊，所以我们将线下咨询点设

在了这里。来坐诊的都是医院的心理专家。”

坚持关口前移、防范在前，筑牢教育培

训、监测预警、帮扶助困、干预调适、治疗跟

踪“五道防线”，湖州搭建一批咨询服务平

台，建强一批心理援助组织，开设一批心理

门诊，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护航行动提供支撑

保障。

做好干预帮扶，湖州还汇集精神科骨干

医生、心理咨询师、律师等 350 余名专家，成

立跨部门、跨行业的专家团队。同时，高水

平建设南太湖心航诊疗中心，设立青少年心

理病房，为就诊青少年群体提供优质便捷的

诊疗服务。

技术助力，精准干预

走进南太湖心航热线中心大厅，一张数

字大屏映入眼帘，大屏上显示着预警总数、

测评总数、心航区县指数等数据。

“最近一个月的电话里，很多学生都提

到了‘心烦’等关键词”，工作人员介绍。前

期，热线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近期心

理咨询问题排行中，“学生心烦、焦虑”问题

排第一。这一数据提供给学校后，学校加开

了心理辅导咨询课，同时减少考试频次、增

加体育课数量。另外，“南太湖心航”公众号

开始重点推送“如何缓解焦虑”的视频。

“现在，来自学校、医院、公安等部门以

及各区县的相关数据都已归集。大数据综

合分析后，可以辅助决策各项针对青少年心

理健康的行动。”湖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沈

春晓介绍。

目前，热线累计受理来电 9000 多人次，

实现 37 万大中小学生心理普测全覆盖。通

过大数据的归集、分析，热线中心还摸清了

需要帮扶的底数。针对高危案例制定“一对

一”帮扶方案，下设关爱帮扶小组，精准落实

心理咨询、补贴补助、医疗救治等举措。

当前，湖州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打通

各部门的相关数据，护航心理健康应用在

“浙里办”上线，实现了咨询诊疗动态掌控、

应急处置一键智达、干预帮扶及时预警、智

能分析辅助决策等。2021 年 6 月，湖州还成

立心理健康标准化建设专班，并制定出有湖

州特色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标准规范体

系，推进这一工作走向标准化、常态化。

教育培训标准、干预调适标准、跟踪治

疗标准……翻开发布《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

导则》地方标准、《社会心理服务平台规范》

县级标准等文件，湖州市标准化研究院院长

吴炜介绍：“有了这些行业标准，将有助于各

参与组织进一步提高专业服务水平”。

开通心理热线、开展科普活动，浙江湖州多举措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耐心倾听 温暖陪伴
本报记者 方 敏

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重要公共卫生问
题，关系青少年成长。

近年来，浙江湖州大力
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教活
动，开通心理热线，组织专业
团队，通过多种方式护航青
少年心理健康，同时更进一
步，制定教育培训标准、干预
调适标准等，帮助各参与组
织提高专业服务水平。

核心阅读
日常劳作、乡村美景、民宿美食……当

前，在短视频平台上，以乡村生活为主题的

视频受到欢迎，涌现出不少“乡村网红”。

村民们拿起手机，拍摄自己的日常生活并

上传网络，获得关注，也带火了土特产品销

售，得到更多发展机遇。

乡村在互联网平台上有了更多“能见

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数字乡村建设持续

推进。近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

巨大成效。《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0》提出，

逐步探索出具有本地特色的数字乡村发展

路 径 ，为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提 供 有 力 支

撑。数字平台的应用已经成为农村居民工

作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了数字基础设施之后，如何让数字

技术更好赋能乡村振兴？提升农村居民数

字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字素养，指

的是数字社会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

获取、制作、使用等素质的集合，主要包括

使用智能设备进行数字获取、制作、使用、

评价、交互、分享的能力；通过智能设备求职、创业或者增收的能

力；数字安全意识以及防范网络诈骗的能力等。数字素养的高

低，直接关系到村民在“触网”之后对于数字资源的持续使用意

愿和能力。

当前，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设备在农村地区已经得到

普及，不过，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仍然有很大空间。中央网

信办发布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专门提出“提

升农民数字技能”，提高农民对数字化“新农具”的使用能力。引

导企业、公益组织等参与农民数字技能提升工作，推动数字服务

和培训向农村地区延伸。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近年来从中央有

关部门到地方都做了不少工作，当前已经看到成效。例如，农业

农村部在全国推动建设益农信息社，优先从返乡下乡人员和有

志于从事信息服务的农村青年中选聘信息员，开展培训、提升能

力。山东泰安肥城市借助“数字农业”示范项目，提升农户对数

字技术增产增收的认识，提高农户学习和应用数字技术的热情。

从实践来看，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

民的认知、意愿和能力。加强数字乡村应用场景宣传和示范，提

升农村居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意愿是前提。通过“乡村网红”

培育计划、农村电商培训项目等，搭建农村居民提升智能设备应

用能力的平台是基础。参与、互动、沟通、分享，互联网给广大乡

村提供了展示平台，带来了发展机遇。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

让数字技术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前景广阔。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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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R

近期，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镇海桥修复

工程通过验收，达到恢复通行条件，标志着

镇海桥主体修复工程彻底结束。

镇海桥全长 130 多米，为六墩七孔石拱

桥，始建于明朝，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三江口，即新安江、率水、横江交汇处，为西

南—东北走向，横跨于横江之上，西南连接

黎阳古镇，东北连接屯溪老街，是当地的重

要交通枢纽，素有“徽州第一古桥”的美誉。

2019 年 10 月，镇海桥被批准为第八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记载，镇海桥在历史上曾经历多次修

缮 。 2020 年 7 月 ，因 连 续 暴 雨 引 发 特 大 洪

水，镇海桥被冲毁。现场除 4 号桥墩分水尖

保存比较完整外，桥体大部分坍塌。

修复工程总投资约 4500 万元。2020 年

8 月中旬当地水位下降后，进入打捞期，9 月

设计施工方案，11 月初步方案通过后逐步细

化设计方案、进行施工。2021 年 2 月完成基

础部分施工，11 月 30 日，工程基本完工，12
月 8 日，工程竣工预验收，质量与观感效果满

足设计要求。

镇海桥修复工程技术负责人姚顺涞有

一本厚厚的设计方案。他介绍，镇海桥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设计方案需要进行专

家评审，征得安徽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同

意，涉及环境评估、防洪评估、安全评估论证

等多个方面，前后经过多次修改。

经过勘察，历代修复工程标准不一，材

料形制、颜色、规格均有所不同，如何确定修

复标准？随着时间推移，原桥采用的松木

桩、厚墩型基础是否仍然符合需求？姚顺涞

说，经过反复论证，镇海桥的修复确定了一

个根本原则，就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

可能恢复原貌。

所谓保证安全，主要是结构上的调整。

松木桩、厚墩型基础是古人因地制宜的

智慧结晶。不过，这种结构材料强度较低，

整体结构的强度也会随着时间和河床变动

而降低。因此在对基础部分的修复中采用

了一些混凝土结构，解决安全问题。

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前提下，镇海桥在局

部或隐蔽处尽可能少地采用现代材料，并秉

持 施 工 工 艺 等 最 小 干 预 措 施 ，确 保 结 构

稳固。

对打捞上来的石料，修复团队要进行逐

一辨认，完成做标识、编码、测量、核实等步

骤，按照应用尽用原则，再对不足部分以同

材质石料补配，并按原工艺做表面加工。

姚顺涞介绍，镇海桥侧墙及分水尖以上

部分的老石料利用率达 60.77%，拱圈石老石

料利用率达 76.22%，栏杆老石料利用率达

95.88%，古桥的原真性在老石料中得到充分

体现。

此外，镇海桥修复工程也充分运用了现

代科技。“我们采用新技术，通过构建三维可

视化虚拟模型，很好解决了项目中历史遗迹

的数字保存、石块构件的砌筑、‘禁止取鱼’

字迹石块构件拼接、砌筑石块预排布等难点

问题，提高了现场施工效率、石块构件利用

率，较高程度还原了古桥原始面貌，提高了

古桥修复质量。”姚顺涞说。

未来，修复完成的镇海桥将继续在车水

马龙中，见证黄山的历史与发展。

图为复建后的镇海桥。

施亚磊摄（影像中国）

被洪水冲毁后成功复建，恢复通行

黄 山 再“ 见 ”镇 海 桥
本报记者 徐 靖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丹寨县龙泉镇卡

拉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鸟

笼制作村。2009 年，卡拉

村鸟笼制作技艺被列入贵

州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近年来，卡拉村在传

统技艺基础上不断推陈出

新 ，制 作 出 鸟 笼 书 架 、灯

罩、摆件等近百种工艺品，

还将竹编技艺与体验式旅

游相结合，更好保护传承

传统技艺。

图为 1 月 9 日，手艺人

在制作鸟笼。

黄晓海摄（影像中国）

指
尖
技
艺

本报北京 1月 11日电 （记者贺勇）10 日，由北京演艺集团

旗下中国杂技团新创的现实题材杂技剧《呼叫 4921》在北京公

演。该剧生动还原了人民警察执行公务、处置突发事件、抢险救

灾时的真实场景。

作为北京演艺集团“第二届新春贺岁演出季”主打剧目之

一，该剧以真实人物事迹为故事原型，讲述了父子两代警察在亲

情与职责之间做出选择，先后因公殉职的感人故事。“我们就是

想用这样一部现实题材的舞台作品，用我们擅长的艺术语言，表

达对人民警察的敬意。”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董宁介绍。

据悉，北京演艺集团和中国杂技团设置了 110 张礼宾票赠

送给首都广大人民警察家属。公演结束后，该剧将开启为期一

年的全国巡演。

杂技剧《呼叫 4921》致敬平安守护者

本报北京 1 月 11 日电 （记者王伟健）“相约北京 遇见江

南”苏州文化艺术展示周近日在北京启幕。作为“相约北京”奥

林匹克文化节暨第二十二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苏州文化艺术展示周从 1 月 6 日持续到 1 月 20 日。本

届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政府、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办，中国对外文化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承办。本届艺术节聚焦

北京冬奥会，以“线上+线下”的形式，为观众奉献来自 22 个国家

和地区的百场展演活动，以及艺术论坛和演出推介会。

苏州文化艺术展示周开幕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曹雪盟

本报北京 1月 11日电 （记者刘阳）记者从中国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获悉：截至目前，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项目完成了第七个

年 度 调 查 ，2021 年 年 度 观 众 满 意 度 得 分 85.2 分 ，为 7 年 来 最

高值。

从满意度三大指数来看，2021 年年度观赏性、思想性得分

分别为 85.6 分、85.9 分，较 2020 年稳中小涨；年度传播度得分

83.1 分，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2 分。

从各档期来看，与 2020 年同期相比，2021 年暑期档、国庆档

和初冬档满意度均同比增长。其中 2021 年国庆档观众满意度

89.1 分，为历史调查 44 个档期的最高分；暑期档满意度 85.6 分，

居历史调查第四位。从 2021 年单片满意度前 10 名影片来看，国

庆档《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暑期档《革命者》《1921》《中国医

生》，满意度均超 87 分，居年度前 10 名榜单前列。春节档上映的

《你好，李焕英》满意度居年度第四位；另外，《怒火·重案》《悬崖

之上》《雄狮少年》等影片也得到了观众的高满意度评价。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

恩数据进行，截至 2021 年贺岁档，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已

完成了 7 年、共 44 个档期调查。

2021年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