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 州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荆州市卫生健康委

关于对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第 26 号提案的协办意见

市教育局：

现将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市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的建议》（第 26 号）办理情况函告如下：

青少年作为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崇高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国

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与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中指出：“要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提案中的四条建议对加强我市青少

年心理健康，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以后的工

作中加以落实。

一、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

2019 年，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提出了健康中国的十五大行动，其中心理健康

促进行动排在第五位，显示出促进心理健康是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年，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 年）》明确指出青少

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加强青少年



心理健康工作，这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公共卫生问题。

青春期是人生全程发展的关键时期，青少年在这一时期会经历

一系列的生理、心理、情绪与社交等方面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我国青少年群体在学习、人际交往、环境适应等方面

的压力逐渐增大，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和精神心理疾病的

患病率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显示出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现状

令人担忧。众多心理学研究者在《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19～2020）》中指出：（1）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总达标

率为 14.2%，达标程度较低；（2）父母文化程度、父母关系与家

庭氛围等因素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影响；（3）青少年心

理健康素养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农村地区的青少年群体需要得到

更多关注；（4）青少年抑郁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上升，高年

级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需要得到更多关注；（5）青少年睡眠不

足现象持续恶化，2020 年青少年的平均睡眠时长为 7. 8 小时，95.

5%小学生睡眠不足 10 小时，90.8%初中生睡眠不足 9小时，84. 1%

的髙中生睡眠不足 8 小时，严重的睡眠不足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

生影响；（6）与十年前相比，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比例提升了 6.2%，

女性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检出率更是比十年前提升了 10.4%，显示出

青少年自杀问题日益严重，亟待解决。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急需有关各方从多角度出发，在关注重点人群的基础上，结合

已有理论与实际情况，分析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

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提升方案，并将该方案进一步落到实处。



二、荆州市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

青少年作为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崇高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国

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与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中指出：“要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在此背景下，建立健全青少年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与开展各种形式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活动，有助于

回应人民群众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事业的关注与期待。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务活动开展得如何，关系到青少年群体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千

家万户的幸福安宁，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

为此，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于 2021 年联合荆州市多所中学开

展了为期 4 个月的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1）26.6%的青少年疑似有心理健康问题；（2）14.7%的青少年存

在轻度焦虑，6.0%的青少年存在中度焦虑，3.2%的青少年存在重度

焦虑；（3）14.6%的青少年存在轻度抑郁，7.0%的青少年存在中度

抑郁，4.3%的青少年存在重度抑郁；（4）15.8%的青少年存在亚临

床失眠，3.0%的青少年存在中度临床失眠，0.8%的青少年存在重度

临床失眠；（5）19.1%的青少年存在偶发非自杀性自伤行为，15.6%

的青少年存在反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6）36.0%的青少年遭遇过

校园欺凌，12.3%的青少年实施过校园欺凌；（7）女性青少年的疑

似心理健康问题、焦虑、抑郁、非自杀性自伤和失眠严重程度均高

于男性青少年；（8）九年级学生的疑似心理健康问题、焦虑、抑



郁、非自杀性自伤、失眠严重程度、遭受校园欺凌程度与实施校园

欺凌程度均在不同程度高于七年级或八年级学生。

综上所述，当前荆州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而言处于可控

状态，但在疑似心理健康问题、焦虑、抑郁、非自杀性自伤、失眠

和校园欺凌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可能

对荆州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进而可能

使荆州市在参与“健康中国 2030”建设过程中遭遇“青少年心理

健康水平存在短板”的问题。因此，有关各方应群策群力，团结协

作，努力通过各种科学方法探明影响荆州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

重要因素，合力提升荆州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

三、荆州市心理健康人才队伍及有关机构现状

目前，荆州市心理健康人才队伍零星分布在各大医院与高校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其中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人员配备最全，专业水

平最高，干预效果最好。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拥有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 268 人，副教授以上高级职称人员 46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10 人

（一级主任医师 1 人、二级主任医师 2 人），副高级职称 36 人，

享受省政府津贴专家１人，长江大学精神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4

人，硕士研究生 11 人，专职及兼任心理治疗师 30 余人，技术力量

配备合理、实力雄厚。截至目前，该院开设了众多精神心理障碍治

疗特色病区，包括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诊疗病区、临床心理特色病

区、心身疾病与睡眠中心、精神康复中心、重性精神障碍特色病区、

双相情感障碍特色病区、物质依赖病区、精神分裂症特色病区等。

此外，该院非药物治疗科配备有专职心理治疗师 4 人，并设置有康



复治疗区、物理治疗区和心理治疗区，是集医疗、康复、心理、工

娱于一体的现代精神疾病诊疗康复中心。

除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外，荆州市中心医院和荆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均在其神经内科开展心理健康相关工作。其中荆州市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开设有心理门诊，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四区（精

神卫生科）开设有睡眠障碍门诊与神经心理门诊，每年接诊人数众

多，辐射范围较广，治疗效果较好。

在医疗系统外，长江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作为高校主办

的心理健康机构，在心理咨询、心理教育与未成年辅导等方面较为

专业，设有“心理咨询”和“教育培训”两个工作站。该中心自创

办初，就一直与荆州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展合作，共同打造“校医合

作”平台，通过双方的努力，长江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在湖

北省大中专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建设评比当中一直名列前茅。

综合来看，荆州市心理健康人才队伍及有关机构专业实力较

强，治疗水平较高，干预效果较好，但总体而言与国内一流人才队

伍及相关机构仍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在后续工作中发挥特长、补齐

短板，力争建立起一支“不负人民群众期望、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解决人民群众困难”的专业、优秀、高质、高效的心理健康人才队

伍。

四、关注基层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建议

（一）重视心理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心理健康人才的中坚

力量

一是按照“让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思路，借助我市目前建立的



千人“招硕引博”计划平台，大力引进精神医学、心理学、教育学、

社会学等学科的人才，加快建立一支由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

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和心理社会工作者等组成的心理健

康人才队伍。二是建立健全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和心理社会工作者等工作人员之间的长效沟通

机制，积极探索通过学术会议、业务讨论、协同工作等方式打通不

同学科与不同职业的天然壁垒，激发心理健康人才队伍的跨学科潜

能，增强人才队伍内部的互利互信程度，提升人才队伍的协同合作

能力，以进一步增强人才队伍共同提升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

能力。三是通过引进精品课程、开设专家讲坛与进行实践训练等方

式积极开展心理健康人才队伍继续教育工作，以积极更新相关人才

知识储备，提升相关人才自身专业素养，使相关人才在提升我市青

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工作中的所采用的各类理论与方法能够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力争与国际接轨。四是进一步重视和发挥心理健康人

才队伍的作用，提升心理健康人才在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工作

中所占比重，以进一步增强相关工作的专业性、科学性、发展性与

有效性。

（二）加大扶持青少年心理健康行业力度，打造具有荆州特色

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品牌

一是整合全市各大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各高校心理健康中心与

社会心理咨询机构的力量，建立起一套能够辐射城镇、农村地区的

青少年心理健康响应机制，力争做到心理测评与心理健康教育全覆

盖，争取做到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大众化、平民化与普适化。二是



积极调动各大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各高校心理健康中心与社会心理

咨询机构积极性，通过各类手段鼓励、支持和引导荆州市青少年心

理健康行业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广泛参与荆州市内外各类青

少年心理健康相关工作，提升荆州市青少年心理健康行业的知名度

与影响力。三是结合荆州本地实际，积极通过传统媒体、自媒体、

线上线下推荐会、教学竞赛、学术会议等渠道讲述好荆州青少年心

理健康行业自己的故事，争取做到有情有景、情景相融、真情实意、

立意深远。

（三）以家庭教育为基础，探索出一套具有亲子沟通特色的家

-校-医三级联动模式

一是大力加强家庭亲子沟通教育，积极尝试通过专家讲坛、家

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堂与心理健康知识科普等形式提升青少年

及其家属的整体亲子沟通能力，帮助父母学会观查孩子心理变化，

及时识别、接纳并帮助孩子走出困惑，以改善青少年家庭亲子沟通

氛围和提升青少年家庭亲子沟通质量，使青少年与家属能够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互相倾听、共同成长，直至家庭能够真正成为青少

年健康快乐成长的港湾。二是在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中，相关工作

人员应注重家庭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应积极尝试通过

增强青少年患者及家属的亲子沟通能力来打破患者家庭中可能存

在的沟通壁垒，以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患者与家属的情感联结，进而

减轻家庭问题对青少年造成的伤害。三是青少年群体的家庭应与学

校保持密切联系，坚决落实教育部门“双减”政策，从真上意义上

做到减负不减责任。学校应加强青少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职业教育，务必让处于新时代的荆州青少年

学生成长为爱国主义鲜明、政治立场坚定、学业成绩优良、职业能

力优秀的先进青年群体。四是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可以通过问卷调

查、个案访谈等方式定期追踪在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并对青少

年群体的家庭进行心理知识普及与心理状况反馈。与此同时，学校

心理健康教师与各班级班主任教师应与专业精神卫生机构密切合

作，针对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青少年进行重点干预，争取做到早发

现、早治疗、早康复，并建立及时有效的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以进一步遏制校园欺凌、自杀意念、焦虑、抑郁、非自杀性自伤和

失眠等问题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之，荆州市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尤其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工

作任重道远。他既是全社会关心关爱下一代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也

是荆州市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荆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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