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
2023年2月7日 星期二 责编/苏韶华 美编/建隆 校对/李达

A07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5060

海都讯（主任记者
陈则周） 为进一步做好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以整
洁优美的环境过好春节和
元宵节，从年前开始，闽侯
县祥谦镇就上下同心协
力，展开了“新春整洁家
园”大行动。2 月 6 日，记
者来到兰圃、凤港、枕峰等
村庄，感受到令人舒心的
清新环境。

近日，祥谦镇党委宣

传委员江华表示，为搞好
新春整洁家园行动，镇主
要领导高度重视，亲自部
署，强调切实结合“护河爱
水，清洁家园”行动并广泛
做好宣传工作，组织相关
人员扎实全面清理农村

“脏、乱、差”现象，加强农
村垃圾转运，为广大群众
提供一个优美、整洁、舒适
的节日环境。

连日来，各村居干部、

志愿者、当地群众等坚持
按照“由点及面、整体推
进”的原则，对辖区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房前屋后、
田间地头、卫生死角等重
点区域进行全方位整治。

祥谦镇环卫所负责人
黄健告诉记者，“两节”整
治专项行动期间，该镇先
后出动压缩车160辆次，洒
水车 40辆次，收运垃圾量
约1100吨。

闽侯祥谦镇：兔年新春真整洁

“他再把自己关下去，就要废了！”
开学季，15岁泉州男孩拒绝上学，急坏父母；医生提醒，家长要多关注孩子心理

健康，发现问题及时求助

“心灵感冒”是被忽视的角落？

小小少年陷入“深海”引关注

“18 岁以下的抑郁症
患者占总人数的30%，青少
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 15%
至20%，目前我国患抑郁症
人数 9500 万，其中半数为
在校学生。”前不久发布的
《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
书》公布了上述数据。有
数据显示，抑郁症患者中，
得到规范治疗的只占总人
数的10%左右。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
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
教育、卫健、民政、共青
团、妇联等多个部门，但
目前职能划分不清、职责
交叉等问题，导致青少年
心理健康问题“谁都管又
谁都不管”。社会对心理
疾病患者的“标签化”歧
视、国人对长期药物治疗

的心理抵触，甚至总是要
靠“抢”的心理科号源、有
限的看诊时间，都是后续
治疗的阻力。

“要将原来守株待兔
式的心理辅导室服务方
式，转变为积极构建‘主动
出击’的多层次服务网
络。”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
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
务理事刘正奎教授建议，
青少年大部分时间在学
校，学校更容易对青少年
心理问题实行有效干预。
要尽快建立以学校为责任
主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干
预机制，构建以学校心理
健康专职教师为主导的

“班级-家庭-社区”三级
干预队伍。

教育主管部门应通过

常态化培训提高心理辅导
老师专业素养，在职务级
别、工资待遇、履职保障等
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
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干
预工作进行绩效考核评
估，激活队伍热情，提升工
作水平。

政 策 已 经 在 行 动 。
2021年 10月，教育部在对
《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
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
的答复中明确，将抑郁症
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
内容。近年来出台的一
系列心理健康服务相关
的文件也对学生的心理
健康给予了高度关注。
这些“不开心”“不想上
学”的孩子，有望更早地
被发现、被帮助。

有情绪问题的孩子，
表面不一定有明显的异
常。有的孩子状态低迷、
不愿说话，也有的孩子坐
姿松弛，有问必答，表达清
晰，讲话时会习惯性地笑。

在广州市珠江医院心
理科“青少年情绪障碍门
诊”负责人赵久波教授的
眼里，这些孩子和其他孩
子一样，有孩子气的单纯、
可爱，同时，有了情绪问题
之后，他们也是非常无助
的。“情绪问题严重到一定

程度时，单靠跑步、打球、
听音乐这些办法来自我调
节，是搞不定的，而孩子的
社会关系简单，生活中一
般只有父母、老师、同学，如
果在父母那里得不到支持，
同学、老师关系不好，那就
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非常无助。”

有些孩子的处境，让
赵久波觉得，如果换作自
己，也会非常难：父母分
开，或者父母不在身边、不
怎么管他，带他的老人只

有精力管个温饱，孩子身
边没有特别亲近的人可以
依靠，“他的世界是非常孤
单的，如果生活中还有人
欺负他，有人瞧不上他，他
自己性格也比较内敛、没
什么朋友，情绪问题又导
致他精力体力差、脑子不
好使，这种情况换作是我，
我也会觉得特别痛苦、无
助”。而这种处境的孩子，
即使医生、老师调动起社
会资源来帮助他，往往也
难以摆脱这种无力感。

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春节长假中，青少年抑郁症的话题，却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大屏幕上，动画电影《深海》以光怪陆离的画面、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展现了一

个抑郁症小女孩的感情世界。现实世界中，江西15岁少年胡鑫宇的悲剧令人叹息，
心理学家推断他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需要专业的心理诊断和救助。

“少年不识愁滋味”，正是青春年少、积极向上的阶段，他们何以小小年纪就抑
郁？走进心理科诊室求助的孩子又是什么状态？

N综合人民网 澎湃新闻 半月谈 人民日报

医生眼中 抑郁症孩子可爱又无助

心理辅导 变守株待兔为主动服务

N海都记者 刘薇

昨日，泉州中小学生迎
来开学季。然而，15岁的男
孩小阳（化名）却把自己关进
房间，拒绝上学——原来，他
患上了抑郁症！

就在前不久，江西15岁
少年胡鑫宇在失踪 106 天
后，其遗体才被发现，他留下
的录音中说：“现在我好想去
死，感觉已经没有意义了。”

无论是小阳，还是胡鑫
宇，背后都是不容忽视的青
少年心理健康危机。心理医
生提醒家长，平时要多关注
孩子的内心，发现他们情绪
低落、持续不开心时，应及时
寻求医疗帮助。

昨日上午，泉州市第一
医院心理门诊来了一对中
年夫妻，他们为读初二的儿
子小阳而来。

上初中后，小阳的学习
成绩有所下降。几个月前，
他时不时地说身体不舒服，
有时是肚子痛，有时是头
痛，隔三岔五央求妈妈帮他
请假。其间，妈妈领着他上
医院，哪儿痛看哪儿，但并
未查出毛病。这样的状况
持续了半个多学期，小阳的
学习愈发跟不上，请假次数
越来越多，最后干脆不去上
学了。

此后，小阳每天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除了喝水、上
卫生间，几乎不出房门。家
人做好饭菜，要给他端到房
门口。他妈妈从偶尔拉开
的门缝里看到，孩子有时在
玩手机，有时在打游戏，想
跟他谈心，但他不搭理。爸
爸叫他去上学，他竟直接发
脾气、摔东西！

“半年时间里，这孩子
不愿与人交流，做事也提不
起兴致，总说自己很笨、脑
子坏掉了。叫他看书吧，他
说一看就烦。别说学习，再
这样下去，怕人都要废了。

医生，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办才
好？”小阳父母求助医生。

“根据孩子父母的描
述，小阳长时间情绪低落，
导致注意力难以集中，睡
眠不好，反应力和记忆力
下降；孩子感觉无助、无
望、无价值感，不愿与人交
流，容易自责，总说自己很
笨，这些认知障碍使他更
加自卑，对学习没兴趣。”
主治医师贺佳初步诊断小
阳患上了抑郁症，需要接
受心理辅导以及相应的药
物治疗。

记者了解到，抑郁症是
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症状
可表现为长时间的情绪低
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
退，压力大、注意力无法集
中、睡不着、兴趣减退，自责
内疚、有自残行为等。致病
原因较复杂，与多种因素有
关，比如遗传因素、家庭因
素、社会支持因素、心理应
激因素等。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
展报告（2019—2020）》显示，
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
检出率已达24.6%，其中，轻
度抑郁检出率为17.2%，重度
抑郁检出率为7.4%。随着学
生年级的升高，抑郁和重度
抑郁也呈上升趋势。其中，
小学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
率在1.9%~3.3%；初中阶段，
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7.6%~

8.6%；高中阶段，重度抑郁的
检出率在10.9%~12.5%。

“到心理门诊求助的抑
郁孩子很多，大部分是初高
中学生，这些孩子大部分情
绪低落，动力不足，无望无
助无价值感，睡眠差，胃口
差，有自残行为……更值得
关注的是，还有很多类似的
孩子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就
诊。”贺佳医生说道。

据悉，青少年抑郁的外在
表现不一定是情绪低落，有的
反而容易出现愤怒、易激惹等
症状，因而被归类为“问题
少年”。很多青少年的抑郁还
会表现在身体症状上，比如头
痛、失眠等，容易漏诊。

“相较于成年人，有些
青少年抑郁症常常被误解
为‘叛逆’，以至于其中不少
孩子无法得到及时的医疗
帮助。”贺医生指出，现实生
活中，有的家长刚开始没引
起重视，觉得孩子进入青春

期，脾气古怪很正常，过了
这段时间就好了；有的家长
则觉得孩子为了达到自己
的目的，在“作”或者“装”；
还有的直接被家长漠视，觉
得学习比天大，其他都不重
要。此外，少数家长有种病
耻感，即使觉得孩子有问
题，也不愿带他们看医生，
怕别人说自己孩子有病。

贺医生提醒，家长应该
多了解一些心理学知识，多
学习如何正确引导孩子，特
别是家有青春期的孩子，要

多学习如何与孩子交流，如
何适应孩子成长的变化。“平
时要多关注孩子的内心，多
了解孩子的想法，不能只盯
着孩子的考试分数。对孩
子要少批评、少指责、少说
教，多倾听、多理解、多尊
重、多陪伴。日常生活中，
还要注意观察孩子的情绪
变化，发现他们情绪低落、
持续不开心时，不要忌讳就
医，应及时去心理科就诊，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抑郁
症愈后还是不错的。”

成绩下滑后 初二男生不愿上学了

中国青少年 重度抑郁检出率达7.4%

多关注孩子内心 发现问题及时就医□医生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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