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这次到重庆比赛，我们又得奖
了，得了亚军。”在安州区迎新小学“留守
儿童之家”活动室里，今年 12 岁、刚在年
初的“花样年华杯”全国青少年五人足球
邀请赛上获得了“最佳球员”称号的尚国
玲正在跟远在浙江打工的父母进行“亲情
通话”……这是绵阳市留守学生学习生活
的一个常态剪影。

为了让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我
市把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作为各级
政府重要工作内容，落实属地责任，强化监
督指导，健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救助
保护机制，切实保障留守儿童合法权益。

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弥补留守儿童心中的家庭“缺位”，让
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如何积极作为，为全市
留守儿童营造出一方爱的蔚蓝晴空？

积极推进政策制度化。市教育和体育
局先后出台了《关于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
和农村留守学生教育管理办法（试行）》《关
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实施方
案》，将留守儿童教育关爱工作纳入年度目
标考核，不断深化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机制，
确保留守儿童关爱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积极推进网络全域化。不断完善动态
管理、代理家长、家校联动、结对关爱“四项

机制”，以学校为单位，建立 70894名留守
儿童档案和联系卡并实行动态管理；建立

“一结对多代理”关爱平台，推行“1+1”（一
个学生与一个留守儿童结对）和“1+n”（一
个教师担任一个或多个留守儿童代理家
长）机制，不断推动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
共同参与留守儿童关爱工作。

积极推进阵地规范化。建立乡村少年
宫 541所、留守学生爱心之家 479所；招募
1.9万余名教职工担任“爱心爸爸妈妈”，有
效填补了留守儿童放学后、周末、寒暑假校
外教育的空白。

积极推进民生普惠化。全面落实国家、

省、市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各项资助政
策，通过奖、贷、助、勤、补、免等多种形式开
展资助工作，做到了“应免尽免”“应补尽
补”，实现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贫困家
庭学生资助全覆盖。

积极推进机构完备化。各学校成立以
校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留守
学生（儿童）的校内教育、管理和校外协调
教育工作。做好对留守学生（儿童）的情况
登记，掌握留守学生（儿童）的有关情况，定
期召开留守学生（儿童）代理监护人会议，
全面了解留守学生（儿童）在校外及家里的
情况，并有针对性地与他们进行交流。

有政策有政策：：强化机制强化机制，，建立全方位帮扶关爱体系建立全方位帮扶关爱体系

陈春梅是三台县德光小学的一名乡
村女教师，也是一名留守儿童“代理妈妈”。
在她的班上有一位特殊的学生小岳，春节，
陈春梅老师提着礼物来到了小岳的家里。

“我看见那间破旧的房屋，想到他们的遭
遇，心里不禁一阵酸涩。我赶快拿出买来的
零食和水果让他们尝尝，看到他们喜悦的
神情，我觉得自己来对了。”

像陈春梅这样的“代理父母”在我市
还有 6 万余名。他们当中，有的是党员干
部、共青团员、热心教师，还有的是“五老人
员”、青年志愿者……不论周末、还是寒暑
假，他们总是穿梭在去往留守学生家的路
途中，出现在活动现场，给孩子们带去快
乐，融化他们内心的“坚冰”。

以前，“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

人管，生活无人帮，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
前途没希望”是我市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的
真实写照；现在，“心有人爱、身有人护、难有人
帮”，是我市留守学生内心最直接的感受。

是什么让这群孩子们的内心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大变化？源自全市各界对留守学生的真
心真情、真帮实促，以心换心，以情动人。其中，
市教育和体育局将关爱留守学生工作纳入系
统“脱贫攻坚”重要内容，通过智力、物力、财力
等多方帮扶，实施精准扶贫。在2007年出台的

《关于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和农村留守学生教
育管理办法（试行）》的基础上，2016年制定了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实施方
案》，通过在政策制度上“织网托底”，将立法
的善意在日常实践的真实语境中兑现。

如何解决读书“缺位”难题，为务工人员

一家团聚打通“最后一公里”？自 2007年以来，
绵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就充分发挥教育行政部
门的协调、管理作用，建立了市、县（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联动机制，实行统一标准、统一时
间、统一要求、统一方式对符合条件的进城务
工随迁子女进行登记。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就学纳入各校招生划片统筹考虑，力推
就地城镇化、放宽学校准入门槛，让来城市打
拼的父母有机会把孩子接到身边，帮留守儿
童回归正常生活。去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共
解决26635名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学，确保
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应读尽读、全部解
决”，让农村留守儿童变成父母身边的“随行儿
童”，有效减少农村留守儿童数量。

如何解决留守学生“缺费”问题，给留守
儿童更多的关爱和帮扶？按照国家、省、市对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办法，市教育和体育局
划拨了专门经费，重点将留守儿童中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纳入资助体系，对贫困留守儿童给予
相应的减免和资助，确保没有一个留守儿童因
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如何解决关爱工作“缺护”问题？市教育
和体育局将农村留守学生关爱保护工作纳入
县市区及学校目标管理及考核，建立、完善工
作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既要求各校建档立
卡，安排专人负责对留守儿童的档案进行管
理，并根据学生变动情况，及时补充或变更联
系信息等有关内容，做到“一人一档一卡一责
任人”；还逗硬奖惩，对工作不力、措施不实、造
成严重后果的，进行通报批评，一督到底，责令
限期整改，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杜绝留守
学生关爱工作“潮涨潮落”。 （郭若雪）

有实招有实招：：精准施策精准施策，，撑起关爱撑起关爱““保护伞保护伞””

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在于身边无爹
娘，情感障碍便成了留守儿童成年后最常
见的心理疾病。“我们无法代替他们的父
母，但我们却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尽量给他
们父母一样的关爱。让留守学生感受到温
暖与关爱，让留守的花朵在阳光下绽放，这
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应该穷尽一生的
追求。”仙海水利风景区中心学校何林校长
时常告诫老师们。

心理上优先疏导。2010年，全市启动学
校少年宫建设，倡导学校“一室两用”，全
面建立少年宫心理咨询室，并借助心理辅
导室，还陆续增设“我有悄悄话”“我想对
你说”“我做主”“七彩童年”“我能行”等
健康有益的心理畅谈实践活动，帮助他们
养成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心态。2016年，全
市学校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中小学心理
辅导室建设指南》为准则，40%的学校基本
达到了心理辅导室建设标准，并优先对留守
学生进行了心理疏导。预计到2020年底，全
市所有中小学校都将按照《指南》标准建成
心理辅导室，并保证充分有效地使用。

安州区秀水一小联合绵阳一元爱心协

会“安心家园”，秀水一小专兼职心理辅导
教师还开展了“绘工坊”创意绘画和国学教
育等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我们
学校有留守儿童近 500人。心理沙盘像是
一个孩子内心世界的镜像，我们能在很短
的时间内，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帮助他
们打开心扉，以更阳光的心态面对学习和
生活。”安州区秀水一小校长魏忻说。

学习上优先辅导。学校从学习方面对
留守学生逐一进行分类、分组，落实到每一
位任课教师,实现校内、校外学习上的优先
辅导，既让留守儿童掌握许多生活小常识，
更引领孩子们到“知识宫”“动脑筋王国”里
遨游远航。

生活上优先照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农村
小学生中，身高和体重均明显低于同年龄
段儿童正常值，生长迟缓率近12%，这些营
养不良的农村少年儿童多为留守儿童。

针对此现状，我市在 2015年秋季开始
试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免费午餐计
划，并于2016年春季实现全覆盖，“免费午
餐”让全市近20万名农村学子吃上了美味

营养的“免费午餐”。同时在学校推行“三问
两心”，职工老师对留守学生必须“三问两
心”，即平时留意要多看一眼、多问一声、多
帮一把，努力做到使学生开心、让家长放心，
为留守学生的生活树立起一道又一道保护
屏障。除此之外，许多学校还特意为留守学
生开设了“圆梦微心愿”活动，与入住或参加

“留守儿童之家”“七彩小屋”“家长学校”等
关爱中心活动的孩子们“同甘共苦”，一起包
饺子、一起煮汤圆……建构新的“人间烟火”
之家，淡化学生心里的“留守阴影”。

活动上优先安排。全市学校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根据留守学生特点开展了系列活
动，既使其愉悦身心，又培养独立生活能力，
帮助孩子撕掉“留守”标签。一方面，在课堂
上将每一个留守学生巧妙的分配到适合的
小组，改变“独学”状态；另一方面，根据个
人特点和地方特色，开发特色选修课程，丰
富留守学生生活。“每次搞活动，老师都会让
我参加，有时甚至让我当主角，我觉得我们
的集体很温暖，我也觉得自己很不错呀！”北
川羌族自治县安昌小学的小谢介绍说。

亲情上优先沟通。“亲爱的爸爸，每晚

我都拿着照片默默地想念你……”读着学
校用微信发来的书信，留守儿童小坤的父
亲热泪盈眶地说，自己内心感到愧疚，以后
一定跟孩子多通电话、多写信，尽到当父亲
的责任。

在绵阳，像这样建在学校和社区、深受
留守学生喜欢的“家”已实现城乡全覆盖。
所有“家”都是按“六要件”的标准统一配备
电视机、电脑、影碟机、亲情电话、青少年读
物、体育器材。我市通过搭建直通立交，让
留守学生感觉到远在天涯的父母近在咫尺
的关爱。盐亭县玉溪小学利用互联网“无远
弗届”的特点，定期开放亲情视频服务点，让
留守学生如期与外出务工的爹妈“面对面”；
创建爱心QQ亲情群，开通校讯通，设立微
信“微告知”，让外出务工的父母不用翻山越
岭也可以全方位了解孩子在校的情况。仙海
区自 2010年起实施“留守亲情直通车”工
程，由区管委会补助交通费，每人每次最高
可达800元，鼓励留守学生寒暑假主动探望
父母，并利用节假日深入家庭慰问留守儿
童。7年来，全区享受补助慰问学生 600余
人次、补助资金累计50余万元。

有温度：健全体系，“五优先”建立“亲情绿洲”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在高新区火炬一小少年宫，一阵阵国学经
典诵读声回旋在耳边。经典诵读兴趣小组
的同学们在辅导老师的领读下，一遍又一
遍吟诵《三字经》中的精选语段，一个个精
神抖擞，字正腔圆。

在书画室，数十名喜爱书法绘画的小
学生正在挥毫书写自己的童年，一幅幅书
画作品在他们的笔端、在空白的纸上“呼之
欲出”；楼上的音乐室里更是歌声阵阵悦耳
悠扬，各种乐器叮当作响此起彼伏；楼下的
舞蹈室，一个个纤细柔美的身影翩跹起舞
……整个少年宫一片繁忙，孩子们学在其
中，也乐在其中。

在绵阳，乡村学校少年宫如同星星之
火，点燃孩子们梦想的火炬。近年来，我市

坚持在探索中破解难题，让少年宫“上山下
乡”，把“快乐大本营”建在留守学生身边，
为孩子们营造快乐天地。

我市学校少年宫自 2010年 6月启动
以来，一直是全市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和
德政工程。少年宫依托学校现有资源，采取

“校内独立”与“校内交替”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课程表与课外活动安排表“两表并举”
及教室与活动室、教师与辅导员“一室（师）
双用”，为每一位中小学生提供了一个校外
活动的场所。2011年 4月，绵阳市在 277个
乡镇建成学校少年宫 726所，在全国率先
实现了“有学校的地方就有城乡少年宫”的
全覆盖建设目标，不仅为农村孩子，也为城
市孩子，全面送去了同等享受校外教育的
成长机会。

学校少年宫能不能收到成效，关键看
是否真正把活动组织开展好。针对绵阳市
城乡未成年人成长特色，结合本地实际，我
市着力强化少年宫特色打造，因地制宜遴
选“优势项目”，推动活动常态化开展，构建
富有个性与特色的“品牌造”。2013年，市教
育和体育局还启动了学校少年宫“分类划
档 、晋位升级”活动，目前已建成了市级特
色学校少年宫 121所、示范性学校少年宫
29所，有效推动了我市校外教育在公平的
基础上向优质化发展，被家长们誉为了少
年儿童的好去处、素质教育的好载体、同学
交流的好平台、师生沟通的好场所、家长放
心的好地方。

一个个好经验好做法，一项项亮点频
出的举措，让每一位农村孩子的梦想搭乘

“绵阳号”快车开往幸福成长的乐园。
配硬、配强师资班子。我市通过用好现

有教师资源、挖掘民间资源和吸纳志愿者
参与等方式，不断充实城乡学校少年宫辅
导员队伍。

注重活动育人。充分发挥学校少年宫
的教育服务功能，为培养未成年人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开辟更多渠道。

认真总结学校少年宫建设的经验做
法，努力解决制约项目发展的制度性问题，
促进学校少年宫可持续运转……

深情的关心，实在的举措，如阳光点
亮孩子们的梦想。面向未来，我市将进一步
推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协调互
动，为农村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构建起
一座座幸福的家园。

有快乐有快乐：：城乡全覆盖城乡全覆盖，，为孩子们营造快乐天地为孩子们营造快乐天地

关注我市教育亮点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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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情关爱，让留守不再
孤独；爱心传递，让真情润泽心田。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爸爸爱我，妈妈爱

我，我也爱爸爸、妈妈。在温暖的家中，我快乐地长
大。”在小岳的写字本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这样几行字。

这是小岳每天追逐的梦，但这个梦还很遥远——爸爸 5年
只回过一次家，春节一过完就外出务工去了。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
入城市，常年在外的“淘金者”逐渐攀升。农村大批富余劳动力到
外地经商、务工，他们把孩子留在家乡，让孩子的爷爷、奶奶照
看，或托给亲属照管，从而出现了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据统
计，全市现有留守儿童70894人。

如何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多年来，市教育和体育局积
极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在留守学生的教育与管理上，开展
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学习生活、政治思
想、人格品质、心理情感等各个方面，推出整套关

爱“组合拳”，狠抓落实，用实际行动谱写了
一曲“爱花、养花、护花”的乐章。 用爱温暖每个留守学生的心

留守学生参加足球训练（王勇/摄）

志愿者带去的战斗机模型让留守学生喜笑颜开

老师正在对留守儿童做心理疏导 （（苏东华苏东华//摄摄））

老师指导留守学生做泥塑

“爱心爸爸”教留守学生看地球仪学知识 （（蒲滔蒲滔//摄摄））

城区学生与乡村留守学生结对共同栽下爱心蔬菜

留守学生制作月饼留守学生制作月饼 （（苏东华苏东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