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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用足用好现有资源和手

段，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这是
姚卓匀此前那份没有提交建议
稿的题目。她曾经在中学当过
老师、政教主任和副校长，青少
年心理健康是她长期关心关注
的话题。在她看来，关注教育领
域，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是自己的责任。作为一名新任
全国人大代表，她更可以将基层
倾听到的声音和民意带上两会，
寻求更有效的办法。

青少年心理问题目前呈现
“低龄化、规模化、持久化、严重
化”的趋势。“提升学校心理辅导
的有效性；提升全员导师制的有
效性；提升家校互动的有效性；
提升医教结合的有效性；提升社
会协同的有效性”，这五点是当
初那份未完成建议里提出的“五
大提升”方向。

不够完善的建议没提交，就
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心头。去
年一回到上海，新一轮的调研就
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姚卓匀说，
很多朋友都表达了参与调研的
意愿，其中一位朋友的孩子正在
经历“情绪风暴”，因此，这位焦
虑的母亲对这个话题也感同身
受，有很多困惑和思考想要诉
说。

医生、教师、家长、学生，很
多人都成了姚卓匀请教的对
象。她“抓住”一个个人，随时
随地就能开启“调研模式”。在
汇总和梳理多方面信息和诉求
后，姚卓匀发现，有关青少年心
理健康的举措很多，但要把现
有的举措真正做实才是最重要
的，比如，实践了多年的“医教
结合”。

从小切口中推进落实
姚卓匀说，一方面《精神卫

生法》进行了修订，同时，2023年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颁布实施，两者都有关于加强心
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并都提
到了“医教结合”。

结合调研，姚卓匀在今年准
备提交的建议里就着重强调在
四方面发力。

其一，是宣传教育方面。“我
们现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更
多的是依靠心理教师，但从本身
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来讲可能还
可以进一步加强，在宣传教育上
进一步落实‘医教结合’，将更有
利于结合临床实践和有效经验，
更有利于整合多方力量提高实
效。”宣传的对象可以延伸覆盖
到教师、学生和家长。

其二，是监测预警方面。通
过调研发现，学校有能力做一些

监测预警，但是心理教师并不具
备评估和诊断的资质。因此，做
实“医教结合”将在监测预警阶
段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上进一步
得到提升。

其三，是转介服务方面。“当
个案学生的心理问题学校心理
老师已经无法解决时，就需要及
时去医院治疗。我们希望能够
进一步打通‘医教结合’的通路，
更快速地为青少年开通诊疗的
绿色通道。”姚卓匀说，根据调
研，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等专业
机构的诊疗资源相对紧张，因
此，转介服务如果能更加贯通，
对及时救治和康复也是一种效
率的提升。同时也希望社区医
院能参与到其中。

其四，是干预处置方面。干
预处置需要医教的协同和双向
循环，教师能掌握日常学生情况
和细节，医生掌握的专业医学知
识则往往是教师所不具备的，因
而，在充分保护隐私的情况下做
到信息共享，对学生的心理治疗
甚至是愈后调适应该说都是大
有裨益。

姚卓匀期待，通过“医教结
合”的有效抓手，从预防到治疗，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在
她看来，如果考虑得更为长远，
医学院的学科设置上可以更关
注心理治疗人才的培养。

“未完待续”的建议等来“续集”
做实“医教结合”，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从1000字写到3000字，最终减到1500字
……在五易其稿后，姚卓匀还是决定暂缓提交这
份代表建议。这是她去年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时的最终决定。对姚卓匀来说，这并不
是放弃和自我否决，而是希望继续深入调研，拿
出更有操作性的对策再予以建言。本报去年报
道《一份“未完待续”的代表建议背后》如今有了
后续——时隔一年，这份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建议经过精心打磨，已经打印在了A4纸上，被带
往北京会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姚卓匀。 张驰 摄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年初，全国政协委
员郁瑞芬的一份关于童食健康
的提案荣获了2023年度全国政
协好提案。在今年的全国两会
上，她再一次为童食健康发声。
建议在基础教育中设置食育课
程，助力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郁瑞芬介绍说，食育即指良
好饮食习惯的培养教育，包括食
品安全教育、营养卫生教育等。
但作为食品行业的从业者，郁瑞
芬却发现，家庭食育知识缺乏，
家庭食育大多依据生活经验，家
长常因缺乏科学膳食知识，导致
婴幼儿喂养不当、儿童青少年膳
食结构不合理、饮食行为不健
康，同时珍惜食物、进食礼仪等
方面的培训开展较少。

她还发现，社会在食育指导
方面有所偏弱。她拿出一组数
据：2023年，我国食物损耗浪费率
约为22.7%，损耗浪费的食物量可
满足1.9亿人一年的营养需求。
公益讲座、电视栏目和自媒体是
目前社会“食育”的主要传播平
台，但大都缺乏专业性、系统性和
指导性，传播渗透不广不深，同时

缺少与粮食安全、大食物观等“三农”
精神和优秀传统饮食文化的融合。

不仅如此，郁瑞芬还认为，
学校食育体系空白。少儿时期的
饮食习惯将影响终身，自2021年
起，我国农村6岁以下超重肥胖
儿童比例已超过城市，城乡之间
在家庭和社会层面的食育水平存
在一定差距，亟需学校扛起食育
工作主阵地的责任。但我国基础
教育的职责任务和评价体系中未
包含食育内容，大部分幼儿园、中
小学也无食育课程设置，缺少相
关课程体系研发和专职教师。

民以食为天，郁瑞芬认为，
食育担负着促进全民健康、树立
节俭风尚、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等
重要职责。校园食育指向少儿
健康，是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基
石，推进校园食育，利在当下，功
在千秋，势在必行。

为此，她建议在基础教育中
设置食育课程，助力提高全民健
康水平。“食育要纳入基础教育，
强国建设从娃娃抓起。建议强
化制度保障。明确幼儿园、中小
学食育的主体责任，将食育工作
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并设计评价
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郁瑞芬：

基础教育应增设食育课程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全国人大代表师延
财，中国核工业建设的高级技能
大师，中核检修的首席技能专
家，作为上海代表团中最年轻的
代表，他此次赴京参会还准备了
一些特别的小文创。这些文创
不仅是他给与会者的小礼物，更
与他即将再次提出的建议紧密
相连——设立每年的9月27日
为“核科学日”。

师延财的行李箱里，装有中
国核建的文创袋、励志冰箱贴，
以及两个印有中核检修IP形象
的钥匙扣。这两个名为“简简”和

“优优”的IP形象，原型正是核岛
内的检修工人。师延财告诉青年
报记者，IP形象以在核岛作业的
检修人为原型，身着连体服，佩戴
剂量计，手持工作包，服务核能事
业，保障运维安全。“老一辈核工
业人都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
埋名人，核工业人的精神一直在
传承弘扬，闪闪发着光亮。”

师延财之所以建议设立“核
科学日”，是因为1958年9月27
日对我国核工业具有里程碑意
义。那一天，我国第一座实验性
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
器正式移交生产，开启了我国原
子能事业的新纪元。此后，我国
核工业不断发展壮大，铸就了

“两弹一艇”的辉煌历史，也形成
了独特的核工业精神。

他认为，设立国家“核科学
日”，有利于继承和发扬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
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同时，
可以激励核工业人和核科学工
作者在核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求
索不止、创新不竭，有利于推动
我国科技强国建设，提升国际影
响力。再者，也是有利于教育广
大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科学，
让核能更好地造福人民大众，持
续提升我国核能全球竞争力，续
写我国核科技事业的辉煌篇章，
为祖国核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
发展环境和舆论氛围。

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我国核
领域要切实担负起支撑国家战
略的历史责任，服务于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国第
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即
将迎来核工业创建 70 周年之
际，师延财希望，将每年的9月
27日设立为国家“核科学日”，以
设立“核科学日”为起点，普及核
能知识，铭记核工业创业初心，
以奋进之姿永葆强核报国之志，
以躬身之为锻造成事之功，共担
祖国核事业这项光荣使命，共圆
核强国这个宏伟梦想。

全国人大代表师延财：

建议设立国家“核科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