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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有效控制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 提

升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和服务水平, 是 《中长期青年发

展规划 (2016—2025 年)》 提出的重要发展目标。 去年

以来, 各地团组织以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冶

实践活动为契机, 协调推动各部门建设和完善形成齐抓

共管的工作机制, 加强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建设, 坚持

政策倡导和个案帮扶相统一, 促进线上辅导和线下服务

相结合, 帮助青少年解决心理困惑, 更加舒展地学习、

生活和工作。 现编发有关经验做法, 供各地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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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协作联动 加大信息联通

帮助青少年解决心理困惑、 促进健康成长

近年来, 我国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 成为共

青团服务青少年成长发展的重要方面。 各级团组织针对青少年心

理健康需求, 以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为阵地, 建设各部门协作联

动机制, 运用互联网信息科技, 整合心理健康专家、 青少年事务

社工和志愿者等力量, 切实帮助青少年解决心理困惑。

一、 主动加强部门协作, 构建齐抓共管体制机制

各地团组织重视政策倡导和社会倡导, 加强与教育、 卫健、

网信、 公安等部门沟通协调, 促进共识、 凝聚合力, 推动形成重

视和支持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体制机制。 团北京市委发挥依托市青

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将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纳入

《北京市 “十四五冶 时期青少年事业发展规划》; 推出 “北京市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2021 年 40 个重点项目冶, 把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 家庭教育列入其中。 团福建省委组建心理健康教育专项

组, 建设专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相结合的队伍, 有效发挥各地市

团属青少年事务社工作用; 联合福建医科大学, 通过全省 91 家

团属青少年事务社工机构, 打造形成以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为中

枢、 各地市热线分办、 线上线下配合、 辐射全省的服务网络。 团

四川省委与公安、 教育等部门密切合作, 组建由心理咨询师、 志

愿者等组成的心理干预团队, 及时介入 “蓝鲸冶、 “格斗孤儿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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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生青年电话求救冶、 “绵阳某小学生意外身亡冶 等事件处置。

二、 积极运用网络技术, 打造线上线下结合体系

各地团组织重视方法创新和手段更新, 加强信息化建设和互

联网技术运用, 推动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转型升级, 提升青少年

心理健康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团广东省委争取省财政支持, 近 4

年累计投入资金 1700 万元, 建设 “云坐席冶 机制, 发挥 “粤省

事冶 平台作用, 有效整合各地市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力量。 团上

海市委探索互联网心理服务模式下的质量监控与应急机制, 与社

会上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深度合作, 开通 “温暖式冶、 “陪伴

式冶 心理咨询服务。 团云南省委开发 “云青护———一部手机护

成长冶 微信小程序, 开辟活动专区、 热点话题、 危机干预等版

块, 实现 “心理咨询、 留言问答、 在线测评、 电话问询冶 多功

能集成。 团江苏省委结合少年宫智慧化建设, 开发完善南京

12355 呼叫平台, 搭建呼叫中心及业务系统; 开发 12355 服务台

APP, 涵盖 “线上服务、 专家预约、 公益活动、 志愿服务、 线上

课堂冶 等模块。

三、 及时介入个案帮扶, 帮助解决现实心理困惑

各地团组织重视个案帮扶和危机介入, 重点关注受疫情影

响、 网络游戏成瘾、 涉诉涉罪等青少年, 设计推出相应服务模

式, 有针对性地帮助青少年解决心理问题。 团北京市委面向 107

所中学 5. 5 万余名学生, 运用大数据手段开展心理健康体检, 建

立心理危机识别和干预机制, 对有极端行为倾向的学生主动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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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程追踪; 开展涉诉未成年人心理援助, 推出 “阳光驻希望冶

项目, 帮助涉诉涉罪青少年弥合心理创伤、 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团云南省委面向快递从业青年实施生存状态研究项目, 依托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 为快递小哥提供专门心理热线咨询; 持续

开展快递从业青年服务月、 在线 “递冶 询、 劳动权益维护主题

直播、 线下心理咨询体验等服务, 引导快递小哥做好自身防护、

调试心理压力。 团福建省委依托省 12355 青少年服务热线, 组织

编写 《抗疫心理援助热线工作指南》、 《福建省 12355 防控疫情心

理危机干预服务队服务须知》 等, 广泛宣传疫情防控政策和公共

卫生知识, 引导青少年以积极心态应对疫情。 团甘肃省委围绕疫

情防控期间青少年关注的热点心理问题, 24 小时在线开展专业

解答和心理疏导, 同时还重点为医护人员及其未成年子女开展心

理咨询, 帮助疏导紧张情绪、 缓解精神压力。

摇 分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有关部委, 省级党委分管领导。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省级团委主要

负责同志。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22 年 3 月 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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