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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县是劳务输出大
县，留守儿童数量相对较多，
如何更好地开展留守儿童心理
疏导，做好家校合作工作，是
我们这些乡村教师一直以来面
临的困难问题。”在近日举行
的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相守计划”教师赋能培训班
上，来自江西省安远县的吴老
师说：“通过这次教师赋能培
训班，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
识，也掌握了不少新的方式方
法，这对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
进一步了解和纾解留守儿童的
心理问题，起到了非常有效积
极的作用。”

此次教师赋能培训班在北
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开班，来
自四川古蔺县、湖北竹山县、
湖北竹溪县、江西兴国县、江
西宁都县、云南大关县、云南
墨江县、江西安远县、河北大
名县、贵州道真县、贵州务川
县、贵州正安县12个地区中
小学乡村教师共计80名学员
参加了本次培训。

据了解，随着社会不断发
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青
少年心理问题已成为当今教育
界面临的一大难题。2021年3
月份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
国 民 心 理 健 康 发 展 报 告
（2019-2020）》显示：2020
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
24.6%，重度抑郁的比例为
7.4%。从小学到高中，随着
年龄增长，抑郁检出率呈上升
趋势。

“这种情况在乡村地区表
现得更为突出，对乡村教师及
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显得尤
为必要。”活动主办方说。

此次培训为期一周，通过
多种形式，深入浅出地传授心
理健康知识，帮助乡村师生树
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掌握
有效的心理健康自我管理技
能，预防和缓解心理问题，有
针对性地促进乡村师生的心理
健康素质提升，更好地适应乡
村教育及社会发展的要求，为
建设美丽乡村作出积极贡献。

本次培训班前期调研问卷
中数据显示，有 46%的老师
希望得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
知识，23.7%的老师希望能够
到东部的学校拓宽视野、学习
经验。为了让参训老师学有所
需、学有所获，本次培训经过
细致部署，充分挖掘专家资
源，紧密围绕“师生心理健康
发展”的主题，通过理论授
课、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小
组讨论等多样的形式开展。授
课内容包含了针对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的《学生心理问题识别
与分析》《儿童及青少年心理
发展的特点与心理教育重
点》，针对教师心理健康教育
的 《教师职业心理健康维
护》，聚焦实际操作层面的
《问题学生管理》等等，同时
协调资源，组织参训老师前往
珠海市中小学实地调研和交流
学习。

与此同时，为了更深入了解
乡村师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和
需求，项目组还对参加培训的老
师开展了相关的调研访谈。

老师们表示，虽然近年来国
家加大了对乡村教育的投入，但
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项经费投入
还是不足，大多数的学校没有配
备专业的心理热线、心理测验问
卷和仪器；乡村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师资力量薄弱，教师的专业素
养和技能水平落后，大部分的心
理教师都是由其他任科教师代任
的，不仅非心理学专业出身，基
本未受过任何专业的心理健康教
育培训；在家校协同上，乡村儿
童家庭教育的缺失相比城市更为
严峻。

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
方面，88.16%的老师希望得到
资源支持，包括相关的师资、资
金及物资。64.47%的老师希望
得到课程开发及教学设计的支
持。

许多参加培训的老师表示，
希望社会公益力量能加强留守儿
童课外时间的心理疏导。“做了
10年的乡村教师，我发现许多
留守儿童在学校很活跃，但一放
学回家，就成了另外一个样
子。”来自江西宁都的陈凤兰老
师说，她在家访中发现，许多孩
子在家，往往沉迷于电子产品，

“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又管
不了。”陈老师希望公益组织能
在乡村开展更多的留守儿童课后
活动，“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
欢乐的童年”。

“对于乡村学生的心理健
康，我们需要‘人’和‘物’两
条线并行，两条腿走路。就

‘物’而言，我们有心理辅导
室，但是缺乏专业的设备，活动
还是很难开展起来。就‘人’而
言，有专业的心理教师固然好，
但更重要的是提升一线老师整体
的素质和能力，让老师们有基本
的判断能力和处理能力，类似这
样的培训就很有必要。”一名参
加培训的老师说：“乡村儿童的
心理健康需要大家共同关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活
动中，还有不少老师提出“留守
教师”的心理疏导同样需要重
视。

“我们都是考到现在学校来
的教师，家在外地，别的老师放
学后和周末都能回家，我们人生
地不熟，就只能在宿舍苦苦想念
亲人。”来自河北大名的一位老
师说。据记者了解，很多农村学
校的“留守教师”，因为家离得
远，翻山越岭回不去，周末的时
光大多在空荡荡的学校宿舍度
过，内心孤独，心情低落。

“相守计划”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该公益项目重点关注乡
村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将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心
理健康教育，提高教师对于学生
心理问题的处置能力，通过心理
干预和介入，争取尽早尽快地发
现和解决乡村学生所面临的心理
健康问题，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和发展。

乡村儿童需要关“心”
——“相守计划”公益项目乡村教师赋能培训侧记

本报记者 舒 迪

“有了温度和内容，才会吸
引更多人”

高黎贡山下，云南省腾冲市五合
乡帕连村静静地坐落在龙川江畔。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
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昔日陶渊明笔
下的田园风光，成为这个傣族传统村落
的生动写照。走进其间，乡村风貌，旖
旎风情，乡愁记忆，随处可见，人间烟
火气与浪漫仪式感相得益彰。

每当夜幕降临，从村头到村
尾，创意字体写成的诗句彩灯装点
着交替纵横的巷道。身旁，万家灯
火似长河；抬头，诗歌烂漫如星
汉。今年的五一小长假，这里再度
引得无数游客流连忘返，欣赏壁画
墙绘、非遗文化，品尝纯正的傣族
撒撇，与热情好客的傣家人一起跳
起嘎光嘎秧舞……感受绚烂的现代
艺术与民族文化的同时，更是心灵
深处乡愁的寄托。

五合乡文化站站长陈以晓告诉记
者，曾经的帕连村“无特色、无优
势、无潜力”，在坐拥众多传统村落
的腾冲并不起眼。艺术的注入，不仅
拉近了村民与传统文化、现代艺术的
距离，也让这个曾经被很多人遗忘的
村落，成为“诗意村庄”，再度拥有
了人气与活力。

“有了温度和内容，才会吸引更
多人。”回忆第一次来到帕连村的场
景，“艺术改变乡村”公益项目发起
人信王军历历在目，“晚上 7 点左
右，天刚黑，第一眼望过去就觉得缺
了点灯光。”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
过——融合古老民俗和
现代艺术，让这个傣
族村落重新焕发
魅力。

很 快 ，
“艺术改变
乡 村 ” 公
益项目的团队
入驻帕连村。
村里少有人走
的巷道、闲置
的 空 地 农
房、废弃的
墙面……在
信 王 军 眼
里 ， 这 个
古老的村
落 是 天
然 的 艺
术 馆 。

融合灯光、涂鸦、彩绘等艺术元
素，慢慢地，帕连村有了充满诗意
的灯光秀，以村里小孩为原型的壁
画、装扮成毛笔的电线杆逐渐出
现，美术馆、诗意小巷、织锦之
家、奇石馆等众多艺术共享空间也
相继开放。

一堵平常的农村土墙上，一幅
《爱照相的小女孩》是帕连村的“门
面担当”，更是游客心中的“网红打
卡点”。画中的女孩名叫杨自煊，是
帕连村土生土长的傣族姑娘。画中，
她俏皮地举起照相机，用镜头见证着
村里的发展与改变。

跟随镜头的方向往村里走，第一
户便是帕连一号。门口，一台旧电视
机嵌在黄土砖墙里，上面写着它现在
的名字“你们的美术馆”。

陈以晓介绍说，这是一户被闲置
的村宅，主人长期在外，自愿将这间
老宅子转交给自管组为村庄建设使
用。通过艺术家团队的改造，成为一
个由村民自主管理的乡村美术馆。孩
子们五彩斑斓的涂鸦瓦片，建筑工
人、村民们的即兴绘画，都成为美术
馆收藏的作品。

“以前，村民们每天锄地、种粮
食。现在不一样了，走进村里，你会
发现他们自发拿来一块瓦片，画上画
后挂到墙上，还有人用竹筒种上
花。”正如信王军所言，村庄给予艺
术家们丰富的灵感，艺术也增添了村
庄的活力。靠着这些艺术特色，村子
里开起了农家乐，很多外出务工的年
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

“艺术对乡村的改变，不仅
在外观，更在生活”

艺术的介入成为乡村振兴的“助
推器”，让传统乡村成为“好看、

好听、好味道”的地方。
来到四川省成都市蒲江

县铁牛村3年有余，邹莉已经
很适应“新村民”的身份。2020
年起，来自20多个城市的60余名
“新村民”陆续来到这里，他们大
都具备艺术设计、规划建造等领
域的专业知识，希望为传统乡村
增添现代之美。

作为一名花艺师，邹莉把向
村民们免费义务传授花艺当成自
己的工作。她发现，融入乡村

生活，自己有了更多的创作热情和空
间，而村民们受到感召，也乐得在
自家小院里摆上些花花草草。不知
不觉间，家家户户门前曾经堆满的
杂物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各
种花卉绿植。

“在‘新村民’的带动下，老村
民也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美’。”
铁牛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帮
淼是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工匠，与

“新村民”一起建设“丑美生活馆”
时可谓收获颇丰。在他看来，“新村
民”带来了大城市才有的新观念和
生活方式。

“丑美生活馆”原本是一栋废弃
的小楼，现在变身为新老村民共建
的社区融合中心。馆内有用于会议
接待的公共会客厅、供“新村民”创
业的文创工坊，还有专门开辟出的社
区活动场地，经常在周末开展亲子讲
堂、英语课、剪纸培训等。

近3年来，美国的音乐教师约翰
一直坚持在铁牛村开办公益音乐课
堂，让村里土生土长的孩子们有机会
接触到钢琴、架子鼓等乐器，还能顺
便练习英语。

在传授专业音乐知识之余，约翰
鼓励孩子们走入田间倾听自然的声
音，以身边的瓶瓶罐罐为乐器。在他
的指导下，村里的孩子们边玩边学，
即兴创作了不少儿歌。每逢凉爽的傍
晚，他们便在村子的文化广场上为村
民、游客演唱。

深入“丑美生活馆”旁边的丑橘
园，几栋精巧别致、“悬空”于地面
的小竹屋隐匿于此。施国平和几位定
居这里的建筑师，称其为“食疗愈度
假小屋”。

2014年，施国平在蒲江县甘溪
镇明月村深度参与陶艺产业的规划，
连同多位艺术家将原来的贫困村打造
成远近知名的“网红村”。在明月村
居住了近10年的他，早就将自己看
作是老村民。如今，他想用艺术也让
铁牛村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美。

“艺术对乡村的改变，不仅在外
观，更在生活。”施国平说，“‘田’
是农业的生产，‘园’是农村的品
质，二者相辅相成。我们的艺术实践
应当落地于推动农业发展、农民增
收，要在农村积极地创造价值。”

“助力乡村振兴，艺术大
有可为”

目前，信王
军已在云南德
宏、腾冲和山东
寿光等地，将多
处闲置的老房子
改造成“先生书
院 ”。 他 希 望

“先生书院”可
以成为一个载

体，给乡村的孩子和热爱读书、热爱艺
术的乡亲们一个永久免费的可以看书、
喝茶、聚会、画画的家，一个可以让想
象力尽情发挥的地方。

在云南腾冲玛御谷，这样的理念，
让稻田中一座早已失去功能的烤烟房成
为了“两个人的图书馆”。之所以是

“两个人的”，是因为图书馆的楼道只能
同时容纳两个人并肩前行。走到顶部，
能看见诗一样的田园生活。

作为“先生书院”改造的第 5个
图书馆，这里是当地孩子和村民们读
书与休闲的场所。有限的空间内，到
处整齐摆放着各种书籍，明亮的灯光
从底楼一直延伸到顶部。远远看去，

“两个人的图书馆”就像一位坚守的老
者，与山谷共同经历着春夏秋冬四季
轮转，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
间的一种连接。

从“先生书院”开始介入乡村振
兴，这些年来，信王军邀约大量青年艺
术家、音乐人走进乡村，通过创意壁
画、艺术与音乐活动改变乡村的文化生
态。在山东省寿光市田柳镇东头村，设
立了“艺术改变乡村”指挥部，在中华
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支持下，将长期用艺
术的方式持续为乡村注入新的力量。

今年3月，“艺术改变乡村”团队
从云南出发，穿越 2200 公里来到河
南，聚焦“7·20”特大暴雨灾害中受
灾严重的荥阳汜水镇老君堂村，计划把
窑洞改造成一个“窑洞美术馆”，把邻
村的水塔改造成“Ta”图书馆，通过
不断邀请艺术家和作家的参与，为乡村
带来由文化和艺术组成的独特空间，改
变村子的乡容乡貌。

与此同时，西安美术学院的师生也
在秦岭脚下的蔡家坡村进行着天马行空
的艺术创作。村居的墙壁就是画纸，秦
岭的青山绿水、关中民俗风貌、当地历
史文化等都是墙绘创作的灵感源泉。

“家里的旧陶罐、老凳子走进展览
柜，收获后的麦秆被做成艺术装置，农
具变身雕塑……每到周末，很多游客来
到村里感受艺术之美，欣赏秦岭的自然
风光。”眼看着村子越来越漂亮、游客
越来越多，蔡家坡村老支书王岩总是笑
容满面，他觉得“村民们成为艺术的享
用者、参与者，精神气儿都不一样了。”

眼下，越来越多的村庄走上了艺术
改变乡村之路。艺术如何唤醒乡村的巨
大潜力？多种艺术形式如何与乡土民俗
文化有机融合？参与改变的艺术家们用
实践成效给出了答案：在最大限度保护
村庄肌理完整，保留其质朴风貌、原生
文化、传统习俗等的基础上，借助和运
用艺术的思维、理念与手段，增强乡村
文化的内生动力和自身造血功能。

“毫无疑问，艺术赋能乡村发展并
非朝夕工程，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
作，必须坚定信心，植根乡村稳扎稳
打，不可贸然前行，也不可畏缩不前。
现有的成绩告诉我们，助力乡村振兴，
艺术大有可为。”信王军说。

本报讯（记者 舒迪） 在第76个“世
界红十字日”到来之际，今年的“5·8人
道公益日”在北京启动。2023年“5·8人
道公益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起并指
导，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负责具体实施，联合
腾讯公益等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开设活动专
场，全国红十字系统共同参与。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孙硕鹏
表示，为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动员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
人道公益事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决定继
续组织全国红十字系统开展“5·8人道公
益日”互联网众筹活动。去年该会首次发
起这项活动，超过 1000 个红十字组织参
与，共动员 322 万人次为红十字应急救
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等公益项目捐
赠，线上线下募款合计超过 2.3 亿元。
2023 年再次开展“5·8人道公益日”活
动，将更加聚焦生命健康之需，关注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链接更多的人道公益
伙伴，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秘书长周魁庆介
绍说，2023年“5·8人道公益日”旨在通
过开展互联网公益项目众筹、红十字故事视
频和公益海报推广等形式，凝聚力量、传递
爱心。“5·8人道公益日”互联网众筹项目
于5月7日-9日在腾讯公益等平台开展，共
上线391个公益项目，聚焦应急救援和应急
救护、乡村振兴和社区发展、人道救助和人
道关怀等领域，评选出12个全国性项目，
集中打造以“红十字救在身边”“红十字博
爱家园”“红十字天使计划”为代表的红十
字品牌项目。

为讲好红十字故事，广泛传播红十字
精神，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腾讯公益等
打造了“救在身边寻找红”原创人物系列
视频，并已于近日上线发布。32个视频讲
述了来自全国的32位红十字人和红十字志
愿者的人物故事，展现全国红十字系统围
绕人道救助、应急救援、应急救护、器官
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乡村
振兴等领域开展的人道行动。

20232023年年““55··88人道公益日人道公益日””正式启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 （记者 赵莹莹）
记者日前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获悉，为更好展现当代青少年
的时代风采，弘扬科学精神，
引导和激励更多青少年从小心
怀科学梦想、树立创新志向，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发明
协会将通过《中华少年》期刊
以增刊形式选登第十七届“宋
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获奖作
品及发明奖背后的精彩故事，
同时系列故事于5月5日在线
上正式开讲。

“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
奖”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中
国发明协会于2001年共同发
起设立，是经科技部批准的唯

一以国家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国家
级公益性青少年科技活动奖项，
被列入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的全
国性竞赛活动名单。截至目前，
已成功举办十七届，陪伴着一代
又一代的小小发明家茁壮成长，
参与学生超过百万人次。目前，
第十八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
作品评审工作正在进行中。

未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将
积极践行宋庆龄先生“把最宝贵
的东西给予儿童”的理念，不断
深化拓展“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
奖”，提升发明奖全面育人作
用，助力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的
青少年群体，为建设科技强国培
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

“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
系列故事在线开讲

闲置老房子改造成美术馆、墙壁上是色彩艳丽的大幅乡土

画……近年来，以艺术助力乡村建设的公益实践正在广袤的田

园上展开。好风景带来好前景，在让村落和生活更美的同时，

也开拓了公益力量助力乡村发展的更多路径。

乡村发展中的公乡村发展中的公““艺艺””力量力量
本报记者 赵莹莹

在第76个“世界红十字日”到来之际，北京市海淀区红十字海蓝救援队
在海淀公园开展“救在身边”宣传活动。救援队队员和志愿者向市民演示心
肺复苏及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方法等，全方位科普应急救援知识。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文艺范儿”扮靓乡土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