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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应是“治未病”

“孩子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父母的行
为。”庞辉在进入家庭教育领域学习后发现，
孩子一旦出问题，背后往往有家庭关系的
变化。

庞辉是浙江湖州安吉馥语家庭成长中心
的主理人，同时还担任安吉县妇联和昌硕
街道妇联执委。自从 2016 年接触家庭教育
课程后，她一直致力于推动课程在安吉的
普及。

彼时，社会层面对家庭教育的关注度不
比现在，尤其在农村地区，面向家长开设的
家庭教育课程几乎是一片空白。庞辉迅速与
相关部门对接，将家庭教育课程带到安吉，
并引入专业讲师进行线下授课。

“家庭教育是一条持续学习之路。”回顾过
往经历，庞辉坦言，还是走过一些弯路，“起
初我们的线下授课没有形成规律，家长仅通
过一两天的课程并不能进行系统深度地学
习，学习成果收效甚微，这无疑是对资源的
浪费。”

边实践边摸索，在系统学习家庭教育课
程过程中，庞辉考取了心理咨询师、婚姻家
庭咨询师等证书，对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思
路也逐渐清晰起来。

“我发现心理咨询的频率一周一次效果
是最好的，我们就把分享交流也设为每周
一次。”从 2018 年开 始 ， 庞 辉 就 坚 持 每 周
四面向社会层面举办公益沙龙，助力家长
带 好 娃 。 家 长 们 在“ 线下学习—实践—修
正—提升”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
能力。

这几年，庞辉见证了当地家长对家庭教
育观念发生的转变。“过去，家长往往在孩子
出问题时才寻求帮助，家庭和学校更多在行
为层面矫正孩子问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
识到家庭教育是要从系统层面看待孩子的成
长。”这种转变让庞辉更加坚定了投身家庭教
育指导的决心。

纾解孩子成长中面临的困惑，为家长提

供系统、专业和有实践意义的指导，或许能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家庭教育应是‘治未
病’，教育孩子要着眼于上游的植树造林，而
非在下游抗洪救灾。”庞辉说，如果家长可以
系统学习家庭教育知识，在孩子没出问题时
做一些防范，孩子日后成长一定会更加健康
快乐。

发挥教师家庭教育指导优势

“既然我接受了这么多系统培训，为何不
能进一步向学生家长传授这些知识呢？”葛亚
飞是浙江杭州西湖区的一名小学班主任。有
着 29 年教育一线工作经历的她，一直在摸索
如何与学生更好相处。

2022 年，她参与了西湖区教育发展研究
院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课程融入了心理
学、社会学等理论基础，通过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提升教师的实践操作能力。”葛
亚飞说，目前她掌握了心理沙盘游戏、绘画
心理分析、优势潜能分析等技能，也成为西
湖区首批获得家庭教育指导能力等级（高级）
证书的教师。

“孩子自身出现问题往往与家长的养育模
式有关。”意识到这一点后，葛亚飞在教育模
式上很快作出调整，强调和家长共同合作从
根源上解决孩子的问题。

“ 教 师 成 为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师 ， 其 优 势
在于能够切实感受学生的细微变化。”长时
间从事教育活动让她对孩子的情绪变化有
着 敏 锐 的 洞 察 力 ， 在 引 导 和 提 升 家 长 家
庭 教 育 能 力 方 面 ， 葛 亚 飞 有 很 多 自 己 的
巧思。

葛亚飞介绍，家长会成了她普及家庭教
育的主阵地，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带领家长
们寻找最佳解决方案，而每一期的家庭教育
讲座也令许多家长意犹未尽。活动结束后，
家长们将这些方法应用于日常亲子互动中，
并时常与她反馈交流。

多年来，葛亚飞将学到的家庭教育知识
大量运用在班级教学和家长指导中。她深
知，家长的养育模式需要与时俱进，以适应
新时代孩子快速成长的节奏。“曾经痛苦不堪
的家长表达谢意时，我坚信这条路我会继
续走下去，因为真的可以帮助很多家庭。”话
语间，葛亚飞展示着家长发来的一条条反馈
信息。

西湖区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尹建强表
示：“如何加强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专业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是我们近年一直在
探索的。”自 2021 年起，西湖区开始推进教师

全员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提升工程，通过实施
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级提升，全面提升教师
家庭教育指导能力。

目前，西 湖 区 已 经 拥 有 一 支 3000 多 名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师 队 伍 ，未 来 将 普 及 全 区
教 师 的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力 提 升 ，从 而 构 建
起 学 生 、家 长 、教 师“ 三 位 一 体 ”的 教 育 新
生态。

家长要积极改变、主动学习

五月的浙江充满生机，走进绍兴上虞区
龙山学校，郁郁葱葱的树木在楼宇间摇曳，
琅琅书声从教室里传出。课间铃声响毕，学
生们来到操场参与大课间活动，校园到处呈
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朝气。

“如果说城区学生面临课业压力大等难
题，我们这儿的学生更多面临的是情感缺
失。”任波于 2019 年调任至龙山学校担任校
长，学校绝大部分学生都是新居民子女，任
波一语道破，家庭教育缺失是学校管理中
一个极大挑战。

“新居民家长因忙于生计，与孩子的沟通
不多，许多家长没心力管孩子，导致家庭教
育缺失。”觉察到这一情况后，任波认为在新
居民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具有紧迫性与重

要性。
为了让父母与孩子之间更加亲近，加强

学校与家庭间的合作，任波搭建起家长学习
平台。

“学生未入学，家长先接受‘入学培训’。”
任波介绍，孩子入学前，父母必须完成 32 个
学分的课程学习，孩子方可入学。记者翻看
着课程表，课程涵盖亲子关系建设、心理健
康、职业生涯规划等多个方面。不仅如此，
学校还定期举办讲座，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家
庭教育指导。

卡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儿童”是任波的关
注重点。近年来，随着上虞当地城市化进程
加快，新居民数量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
示，上虞区现有义务教育阶段新居民子女已
超过1.8万人。

鉴于这种情况，龙山学校联合上虞区 8 所
新居民子女学校，共享资源，交流经验。

“目前我们已将家庭教育知识纳入学校教育
内 容 ， 并 通 过 培 养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师 下 乡
村、进学校，不断拓展家庭教育覆盖面。”
任波说。

在上虞区，越来越多的新居民家长开
始“ 持 证 上 岗 ”。任 波 表 示 ：“ 能 让 家 庭 教
育 从 学 校 一 方 单 方 面 输出变成家长‘主动
需要’，这是我们推动家庭教育发展的最大
意义。”

民生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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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搞上去 牧民富起来

【短评】

激发牧区发展活力
琼达卓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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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大多数医院，挂
号单上会标注：医院就诊挂号仅限
当日当次有效。若检查报告一时
拿不到，或病情需要隔天复诊，
不得不重复挂号。这样不仅费钱
费时，还可能续不上号，影响患者
就医体验。

日前，江苏推行医疗新政，全
省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普通
门诊“一次挂号管三天”，即患者到
医院挂普通门诊号就诊，如果因为
检验或检查当天不能完成，或不能

获取报告、尚未完成诊疗，三天内
可携带报告结果到同一医院的同一
院区、同一科室复诊，无需再次挂
号。此举赢得网友纷纷点赞。此
前，山西、江西、山东、重庆、四
川等地已有多家医疗机构先行先试
这一举措。

民生问题无小事，医疗惠民暖
民心。“一次挂号管三天”，举措虽
小，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百姓的就
医痛点，给患者带来便利实惠：不
仅节省了重复挂号的开支、降低了

复诊挂号的时间成本，还为患者带
来更好的就诊体验和更连续的诊疗
过程。这一惠民项目旨在优化就医
流程，减轻患者看病负担，体现了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医院
服务有温度，就医体验更舒心。

好政策也得细打磨。对医院而
言，这项举措会增加免费复诊人
数，给医院就诊秩序管理带来压
力，需要医院完善业务流程、强化
号源秩序管理，通过完善信息化系
统相关功能，让首诊号源与续诊号

源两者平衡协调。同时，要加强流
量监测，提高检验检查效率，尽可
能缩短等候时间，防止扎堆就诊。

还应该看到，若“一次挂号管
三天”全面推广，很可能会增加医
生的工作量、影响其收入，医生权
益如何保障？医生在不同院区坐诊
是否适用“免费复诊”模式？挂号有
效的三天内，同科室的其他医生能
否接替诊疗？这些问题都需要根据
实际仔细斟酌。首先，要优化绩效
分配模式，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标

准，将接诊“一次挂号管三天”的患
者计入医生工作量，弥补挂号次数
减少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其次，也
要完善医护人员弹性排班、休息等
制度。只有尊重医生的劳动价值，
保障医护人员权益，调动医生积极
性，才能保障改革更好落地。

医疗改革一小步，民生福祉一
大步。虽然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但迈出第一步至关重要。在“摸着
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和解
决问题，推动这一惠民举措逐渐走

向完善。期待更多类似的就医惠民
政策落地，把难点痛点逐个击破，
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就医需求，持续
提升人民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幸
福感。

“一次挂号管三天”，就医更舒心
王一涵

在广袤的牧区，牧民生活与
草原息息相关。然而，传统的游
牧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面临诸多
挑战，如何让牧民“忙起来”，成
为激发牧区发展活力的关键。

让牧民“忙起来”意味着增加
他们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近

年来，路布村通过发展现代畜牧
业、推广畜产品深加工等方式，
为牧民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
收入来源。这些探索在牧区是必
要的，成效也实实在在。

让牧民“忙起来”提高了经济
产出，也激发了社会活力。当牧

民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动力，他们
会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生产和生活
中去，铆足干劲奔向美好生活。

让牧民“忙起来”，还需要政
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政府应
进一步加大对牧区的扶持力度，
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举措，为牧
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和保障。企
业要积极参与牧区经济建设，推
动牧区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各界
应加强对牧区的关注和支持，为
牧民提供更多帮助和服务。

本报拉萨电 （记者琼达卓
嘎）“牛粪也能卖？”“还要开烧烤
店？”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班戈县新
吉乡路布村党群服务中心十分热
闹，牧民们不时哈哈大笑……

“这是一种新型清洁燃料，
不仅咱们自己用起来更环保，还
能卖出去。”“这附近没有烧烤
店，村里恰好有懂烧烤的小伙，
大家忙起来，干起来！”西藏自
治区党委政研室驻村工作队队长
赵家庆耐心解释。

路布村海拔近 5000 米。长
期以来，该村集体经济以畜牧业
为主，养殖了大量牦牛，牛粪量
相对较大，牧民多数将牛粪以传
统方式风干用来取暖做饭。今年
1月驻村轮换以来，区党委政研
室驻村工作队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彰显牧区特色优势，指导村
子建立牛粪生物质燃料加工厂。

路布村人口较少，基础条件
较差，驻村工作队积极争取在隔
壁德庆镇原兽防站老房子设立了

班戈县首个村级飞地经济基地。3
月厂房建起来了，但机器未到。在
此期间，为避免厂房闲置，村委和
驻村工作队决定开烧烤店。“咱们
有正宗牦牛肉，牛粪当燃料，先做
起来，让群众忙活起来。”村党支
部书记次仁占堆说。

如今，村里有 20 多人参与
烧烤店经营，来店品尝的人也越
来越多。“牛粪变废为宝，家门口
就能挣钱，真好！”之前在拉萨烧
烤店打工的牧民吾珠多杰说。

据介绍，下一步，路布村将
延长产业链条，生产牛粪生物质
颗粒、牛粪碳等产品，并积极拓
展周边市场，把产业搞上去，让
牧民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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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观
念转变，更多家长开始关注
家庭教育问题。然而，在实
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
一些困难和挑战。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施行，意味着家庭
教育从“家事”上升至“国
事”。同年，家庭教育指导师
被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典》，成为新
职业。

家庭教育指导师是什
么？具体负责哪些工作？记
者近日走进这一群体进行了
采访。

庞辉正举办线下沙龙活动。 受访者供图庞辉正举办线下沙龙活动。 受访者供图 葛亚飞正在整理家长发来的反馈信息。 程 欣摄

在龙山学校家庭教育工作坊，老师对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