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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类问题：学生学习

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造成

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从而导

致食欲不振、失眠、神经衰

弱、记忆效果下降、思维迟

缓等；厌学是学习活动中比

较突出的问题，不仅是学习

成绩差的同学不愿意学习，

一些成绩较好的同学也出现

厌学情绪；考试焦虑，特别

是遇到较为重要的考试时焦

虑更为严重。

人际关系问题：与教师的

关系问题，其主要问题是教师

对学生的不理解、不信任而使

学生产生的对抗心理，以及教

师的认知偏差等情况给学生

造成的压抑心理，攻击行为等

问题；同学间的关系问题，中

学生除希望得到老师的理解

与支持外，也希望在班级、同

学间有被接纳的归属感，寻求

同学、朋友的理解与信任；与

父母的关系问题，民主型的和

睦良好的家庭给中学生一个

温暖的归属港湾，专制式的家

庭中父母与其子女之间不能

进行正常沟通，造成儿童孤

僻、专横性格。

青春期心理问题：青春

期闭锁心理，其主要表现是

趋于关闭封锁的外在表现和

日益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

并存于同一个体；情绪情感

激荡、表露而又内隐，青春发

育期的生理剧变，必然引起

中学生情感上的激荡。这种

动荡的情感有时表露有时内

隐；中学时代，特别是高中

生，正值青春发育期，而这一

时期最突出的矛盾之一是性

发育迅速成熟与性心理相对

幼稚的矛盾。

挫折适应问题：中学生

的挫折是多方面的，有学习

方面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兴

趣和愿望方面的以及自我尊

重方面的，其原因有客观因

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个人

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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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90学生心理专线”开通一年多已受理100多个咨询

孩子们，有“成长的烦恼”来这里倾诉吧
■记者 黄丽云 通讯员 吴品国

日前，“81890学生心理专线”心理辅导师一行人走进湖岭镇鹿木学校，为学生

们带去精彩的心理辅导，教导孩子合理安排时间、自信自强。

据悉，“81890学生心理专线”开通一年多来，共受理了100多个咨询电

话，为学生解决“成长的烦恼”，为家长解疑释惑。如果您或您的孩子需要帮

助，可拨打专线电话0577-81890000(移动手机用户可拨打81890)与在线的

心理辅导老师交流，寻求帮助。

10 月中旬，“81890 学生心理

专线”的心理辅导师们走进湖岭镇

鹿木学校。活动现场，集云学校心

理辅导师郭清为大家作题为《幸福

何来》的讲座。“这场心理健康讲座，

让我懂得了心理健康安全教育的重

要性，学到了不少调整心态的小方

法。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将学到

的知识应用起来。”在场的一位年轻

班主任说，“希望以后多举办类似的

讲座，不仅对学生有帮助，我们老师

也获益良多。”

当天，“81890学生心理专线”

的辅导师们还为全校学生带来心理

辅导课，教导孩子合理安排时间、自

信自强。

在平常的热线接听中，心理辅

导师们更是解决不少了不少学生的

烦恼。

“我考试总是考不好，不知道该

怎么办？”

“为免受欺负，我让自己变得很

强悍，如今没有人敢欺负我了，可是

我也没有了朋友……”高一女生来

电哭泣道。

……

心理辅导师钱玉琴说，经常会

接到关于学习成绩方面的咨询，此

外还有人际关系、青春期心理问题

等。与以往在学校的面谈方式不

同，电话咨询具有方便、快捷、保密

的特点。面对面咨询，有些学生会

难为情、没有安全感，不愿意将心事

说出来。而电话咨询，打电话的学

生处于暗处，相对容易说出心事。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压力和

学习压力的增加，青少年学生的心

理问题日益增多，它也越来越受到

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虽然我市部

分学校建立了心理健康教育组织和

咨询机构，但是这些有限的资源还

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学生心理专线的设立，将为更多的

人提供服务。”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

示，“希望更多孩子和家长重视心理

健康，能主动寻求帮助。”

孩子们，这里能聆听你的心声

这里公益活动，45 名教师勤参与

据悉，“81890学生心理专

线”是纯公益热线，宗旨为“无

偿助人、奉献社会”，为广大学

生及其家长提供及时、便捷的

心理健康辅导。专线辅导老师

由具有资质（获得国家心理咨

询师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心理

健康教师上岗证A证）的学校

心理辅导老师组成。目前，全

市已有45名学校心理辅导老

师志愿加入这个队伍。

“平时周一到周五上班，

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来值班，希

望尽己所能帮助一些孩子，在

孩子需要倾诉和陪伴的时候

有一个平台，及时疏导来电者

的负面情绪。”一位心理辅导

老师说，许多悲剧的发生，都

是因为“一时想不开”，在孩子

们头脑发热的时候，如果有那

么一位心理咨询师开导和劝

解，结局肯定会大不一样。

自“81890学生心理专线”

开通后，45名学校心理辅导老

师在市教育局的组织下经常开

展座谈、督导和培训活动，还成

立QQ群等，共同探讨个案的

解决方案，探索心理危机干预

操作模式，紧抓业务水平的提

升，让孩子远离“成长的烦恼”。

[相关链接] 中小学生常见心理问题

湖岭镇李某一家祖孙三代 4

人摆设赌局，寻衅滋事，损坏财

物，无恶不作，尤其是李C更是横

行乡里。近日，这家 4 名“村霸”

被一窝端，受到法律的严惩（详见

本报10月24日第4版报道）。

但细看这则社会新闻，有两个

问题令人深思。一是这户人家每

个成员都身患残疾，从国家政策层

面上看，他们是有许多民政福利可

享的，应该对社会怀有感恩之心，

可他们为何还要“一心向恶”？二

是他们被一窝端的消息传出后，当

地村民拍手称快，因为这祖孙三代

横行多年，令他们压抑太久，可这

么多年他们为何就不作反抗？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

了依法治国的集结号。依法治

国是一个宏大主题，而法治乡村

建设是其一个重要基础。基础

不牢，地动山摇。“村霸”的形成，

暴露出乡村法治建设跟不上时

代发展的要求。“村霸”们的存

在，已经影响到了农村基层政权

的稳定。为此，前段时间，公安

部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中

打击农村恶势力行动。

“村霸”为害一方，自是令人

十分痛恨。但“村霸”的养成，是

不是与我们每个人缺少一份法治

精神有关呢？当法治精神缺失，

你还能寄希望有好的法治环境

吗？人性是有弱点的，善与恶往

往就一步之差。李某一家全为残

疾人，是得到全社会关爱的，收获

的是善，可他们回报社会的却是

恶，问题出在哪？我们可以寻找

许多工作中的不足，如只注重一

些物质给予而忽视精神帮扶，如

果为他们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们可能会比较好地融入社会，

因为物质给予永远是有限的，而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一旦欲望得

不到满足，心里就会感到不平，甚

至产生怨恨的情绪，埋下了恶的

种子。这样的反思，是必要的。

我们痛恨“村霸”，也要痛

恨自己，“村霸”之所以成为“村

霸”，说白了，就是我们纵容的

结果。一次作恶，我们斗争了，

可能就不会有第二次，既维护

了自己的权益，也可以说挽救

了对方，避免其在邪路上越走

越远。一次的忍让，可能引导

其有二次作恶。一次次的忍让

过程，就是一次次令其恶性膨

胀 的 过 程 。 这 种 忍 让 或 叫 隐

忍，是受环境和消极文化影响

的。乡村一般远离都市，长期

以来，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等缘故，人们受文化教育不多，

不易受现代文明的辐射，胆怯

成了很多人的性格特点，所以

他们比较信奉“吃亏是福，恶有

恶报”等隐忍的处世哲学。一

个甘愿“哑巴吃黄连”、寄希望

恶人遭天谴的人，一定是遇事

绕道而行求明哲保身者。当我

们都不愿成为“该出手时就出

手”的见义勇为者，就有了适宜

“村霸”成长的良好土壤。其实

有一个道理很浅显，“村霸”不

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

一个受害者。

没有法治的乡村，便没有法治

的中国。法治乡村建设，重在破除

消极文化的影响，提高每个人的法

治意识，让法治精神渗入每个人的

骨髓，到时候，从田野吹来的一定

是沁人心脾的清新之风。

马屿蔗农采用拉长甘蔗采收

期、分时分销抢市场、根据消费者

心理调整销售方式等“新招”，把

甘蔗的销售“功夫”做得有模有样

（详见本报 10 月 27 日第 4 版报

道），令人赞叹。

中国农民向来给人以埋头苦

干的形象。他们早出晚归，任劳任

怨，把脚下的土地侍弄了几千年。

歉收的年月，把粮食吃进肚子；丰

收的时候，把余粮攒在仓库，以备

不时之需。至于货通天下，来来往

往，那应该只是商人的“专利”。

而今，中国农民除了埋头种地

以外，还能够抬起头来做销售，把

自己的农副产品推向市场。埋头

种地，表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之

德；抬头销售，又闪现了中国农民

的智慧之光。第一，他们并不盲目

种植。有一段时间，种植业出现一

股盲目跟风的现象，看什么东西值

钱，农民们便一窝蜂似的种什么。

到了秋收时节，却发现东西堆积成

山，运不走，卖不了，价格低得不

行，只好烂在地里，连化肥农药的

成本都收不回来。供大于求，自然

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从马屿蔗

农个体的种植面积来看，他们是懂

得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的。第二，

他们能够分时采收。只问耕耘，不

问销售，这似乎是以前农民的个

性。但马屿蔗农分明已经改变了

这种个性，他们通过田间管理，改

变了甘蔗的生长期，从而拉长了甘

蔗的采收期，避免了在短时间里收

获过量产品的“拥堵期”，“分时少

卖”，保证了产品价格的稳定甚或

上扬。第三，他们积极走向市场。

走向市场，才能更好地了解市场，

确定来年的种植计划，并且，绕过

了中间商，减少了流通环节，也能

够更好地实现利润最大化。第四，

他们懂得按需销售。顾客至上，马

屿蔗农揣摩消费者的心理，在包装

上做了改变，这也是销售智慧。

马屿蔗农给予我们的启示有

两点：一是把自己的地种好，二是

把自己的产品卖好。概而言之，

其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时

下有些人颇为浮躁，既想发大财，

一夜暴富，又想不干活，做“甩手

掌柜”。想发大财当然不算坏事，

但“甩手掌柜”肯定是发不了大财

的。“只有身处其间，了解本行业

的规律及细微变化，才可能有所

作为。还是向马屿蔗农学习吧：

做好本分，发点小财。

7 月底，中组部等颁布“禁读令”，禁止干部参加高收费培训

项目和各类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的培训项目。近日，媒

体曝光仍有部分事业单位、国企领导为突击花完年度预算参加

“天价培训班”。 （陶小莫 画）

隐忍，法治乡村建设的软肋

埋头种地 抬头销售
■金 粟

■薛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