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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璐璐 杨宝光

在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一座 256 年的

老宅子——吕家大院依然发挥着“余热”。这

里没有被用作参观景点，而是被房子的主人

吕歆妍用来开办“童心港湾”。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老宅子，有 2000 多

平方米，找人修葺后供孩子们用，他们都很喜

欢这里。”吕歆妍说。

事实上，很多地方对于如何建好用好“童

心港湾”还处在摸索阶段。

12 月 8 日，为推动项目规范化、标准化建

设，“童心港湾”全国项目办在四川省团校组织

召开了共青团“童心港湾”全国项目建设标准

讨论会。会上，来自四川、广东、河北等 12个省

份的代表汇报交流了项目实施一年来的进展

情况，并对第二版《共青团“童心港湾”建设标

准》（以下简称《标准》）的修订展开研讨。

选好场地，让孩子有去处

“童心港湾”能否更好地落实，选好项目

点是前提。

共青团“童心港湾”全国项目办主任、中国

光华科技基金会党委书记、理事长侯宝森告诉

记者：“在项目选址上，主要选择留守儿童集中

的地方，通过‘青年之家童心港湾云平台’，各地

上传照片，进行评估考核后才能选定。”

在四川省德阳市红伏村，“童心港湾”设

在了村委会。“童伴妈妈”朱兴萍介绍说，选在

这里主要是考虑利用村委会的便利条件：室

外活动场所大，室内面积是 80 平方米，周边

采摘、游玩资源丰富，留守儿童也相对集中。

在选址方面，第一版《标准》给出了明确

要求：要优先选择留守儿童相对集中，村经济

较差，有志愿服务基础的乡镇、村，乡镇党委、

村委支持力度大；场地交通相对便利，尽可能

15—30 分 钟 可 达 ，便 于 儿 童 及 家 庭 参 加 活

动；室内空间不小于 20 平方米、室外空间不

小于 80 平方米，优先考虑能开展户外游戏、

进行体育活动的场地。

“场地可以借助党政既有阵地、公共服务

场所、学校和市场资源，只要基础装修条件、

卫生条件好，保证日照充足、空气流通、安全

可达就行。”共青团“童心港湾”建设标准课题

组成员张毅告诉记者，“从心理学角度上说，

小于 20 平方米会让儿童感觉压抑和气闷，不

便于开展活动。”

张 毅 介 绍 ， 总 体 来 看 ， 在 第 一 版 《标

准》 的 指 引 下， 团 省 委 支 持 的 资 金 已 经 到

位，团县委对“童心港湾”的选址、链接资

源工作基本完成，逐渐呈现出一种自运营的

良好生态。

《标准》还针对“童心港湾”设备配置及空

间布置提出要求，比如包含基本办公设施；游

戏、手工、音乐、体育等动态活动区，阅读、写

字、棋类等静态活动区；配置适合儿童活动的

玩教具、图书及体育活动器材等。

“‘童心港湾’的布置应该从儿童视角出

发，既要方便儿童使用，又要符合儿童的心理

特征，以儿童喜爱的方式进行布置，保证安

全、舒适。”中央团校青年发展战略研究院副

教授何玲说。

记者了解到，《标准》细致到，需要儿童了

解的规章制度要没有生僻字，公告信息尽量

图文结合，使用不同颜色，甚至对室内桌椅尖

角包边处理都有要求。

聘任“童伴妈妈”严格把关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童伴妈妈”的选择

是重中之重。在选聘方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年龄问题。目前《标准》提出：“童伴妈妈”的年龄

需在25—50周岁之间，具有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专长并经省项目办审核，年龄可适当放宽。

对 此 ，江 西 省 代 表 潘 丹 丹 认 为“50 岁 有

点大”，一旦出现身体状况，“童伴妈妈”和孩

子都比较危险。与其相反，河南省代表史方

则认为，可以适当放宽要求。“不仅 45 岁，50、

55 岁都可以”“这个时候她们自己的孩子大

多已经上大学了，没什么事情，有足够的精力

照顾留守儿童。”山西省项目办管理员温馨也

支持适当放宽，她认为项目点都在比较偏的

地区，年轻人流动性大，要留下 25 岁左右的

青年是件非常难的事情。

“‘童伴妈妈’的能力有限，如果工作能力

很强也就出去打工了，很少留在本村。”团四

川省委权益部王峰对年龄标准放宽解释说。

不仅如此，《标准》要求“童伴妈妈”身体

健康，无传染性疾病。

“以后新上岗的‘童伴妈妈’每年要尽量

安排体检，这既是对她们的关爱，也是对孩子

负责。”侯宝森说，在今年共青团“童心港湾”

培训班期间，全国项目办组织了在成都参与

培训的 100 多名“童伴妈妈”体检。

除此之外，《标准》还对“童伴妈妈”的学

历、品行及个人习性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

如，高中（中专、职高）及以学历，具备简单的

电脑操作和文字编辑能力，掌握当地方言，群

众基础好等。

“《标准》要求‘童伴妈妈’每周服务不能

少于 16 个小时，每月一次家访。情感上每周

一次谈心，建立微信群与家长沟通，把爷爷奶

奶不能关注到的反馈给父母。”侯宝森说

“无论是点位的选择，还是‘童伴妈妈’的

选拔，或是举办活动都要贴近生活，目的就是

要陪伴在孩子身边。”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光

华研究院执行院长、共青团“童心港湾”全国

项目办专职副主任张华伟说。

完善考核制度，加大培训力度

除 了 年 龄 ，如 何 把 握 好“管 ”字 ，建 章 立

制，强化督考是各省代表关注的又一焦点。

在河南省少先队总辅导员史方看来，“童

伴妈妈”的考核标准不一样，导致考核困难。

她建议，应该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合适的奖

惩制度，以此激发大家的积极性。

在考核方面，河北省项目办林小斐为大

家 分 享 了河北的做法。河北省制订了月度、

季度和年度的考核的标准，月度是团县委对

“童伴妈妈”进行考核，季度是市一级对团县

委和对“童伴妈妈”进行考核，然后统一给

出季度通报。

“ 从 3 月 31 日 制 度 施 行 后 ， 目 前 第 二 、

第三季度通报已经出来了，效果还挺好的。”

林 小 斐 说 ，“ 童 伴 妈妈”的量化评比与团省委

“夺旗争星”考核结合起来，按照每月集中培训1
次、活动指导1次、观摩互评1次、点评量化1次

的频次，激励大家比学赶超，提升关爱服务质量，

使“童伴妈妈”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合理有序。

陕西省代表孙露自己就是一位“童伴妈

妈”。对于考核，她认为需要从制订好工作计

划出发，根据工作计划组织考核。“既然能选

上来就也能让他们选下去，不是一劳永逸。”

对于那些不合格的“童伴妈妈”，山西省代表

温馨希望能添加一条更换与撤销制度。

在培训方面，各省代表一致认为应该多

增加一些培训。

“‘童伴妈妈’们大多来自偏远地区，有的

一辈子没有走出家乡，视野很狭窄。她们对系

统性的知识、对青少年的认识还不够，通过培

训才能不断提升这支队伍的实力。”山西省代

表温馨说。

不仅是针对“童伴妈妈”，各省代表还提

出增加项目办管理员培训的需求。广东省代表

于伟峰认为，可以把每年的培训做成一个范本，

之后的项目办负责人能通过资料快速接手工

作。“有了培训资料，‘童伴妈妈’能很快上手，不

用口口相传，回到家又忘记了。”他说。

“目前确实培训力度还不够，只有一次上

岗培训，下一步将对项目管理员加大培训。”

侯宝森总结说。

“第二版《标准》吸取了第一版的经验，加

之对 76 个项目点的实地调研和专题讨论，相

信今后‘童伴妈妈’能够通过新《标准》更好地

开展工作。近期将着重做好各方面意见征求

工作。”侯宝森告诉记者。

共青团“童心港湾”建设标准再“升级”
——第二版《共青团“童心港湾”建设标准》解读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璐璐 杨宝光

“ 听 我 说 谢 谢 你 ，因 为 有 你 ，温 暖 了 四

季。”12 月 9 日晚，伴着《听我说谢谢你》的音

乐 ，来 自 10 多 个 省（区）的 100 多 名“童 伴 妈

妈”和项目管理员站在四川省团校阶梯教室

里，跟着节奏，演练舞蹈。其中有的人动作熟

练，看起来已是这方面的“老手”，有的人则动

作生疏，显然几遍操练还没能形成足够的“肌

肉记忆”。

这 是 发 生 在 2020 年 度 共 青 团“ 童 心 港

湾”培训班授课前的一幕。12 月 8 日—11 日，

培训班主会场培训在此进行。

培训“妈妈”，科学陪伴

妈妈，是一种天然的亲属称呼。而要成为

合格的“童伴妈妈”，她们需要学习，需要用科

学的方法将最朴素的“幼吾幼”式的母性关怀

传递给身边的留守儿童。

刘倩是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茨林树社区

的一位工作人员，同时还是一个两岁孩子的

母亲。在参加培训前，她接触关爱留守儿童的

工作并不多，如何与孩子沟通、如何走进他们

心里，这些对她来说都很陌生。

“童伴妈妈来源多样，有村（社区）干部、

村小教师、幼儿园教师，还有全职妈妈。她们

照顾留守儿童的经验参差不齐，这就显示出

培训的必要性。”共青团“童心港湾”全国项目

办主任、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党委书记、理事

长侯宝森说。

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全国性培训，两次培

训都在专业知识与应用技能上下足了功夫。

本次培训邀请到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副

主任孟庆甜、奥运会冠军邓亚萍、航天专家叶

朝明等嘉宾开展留守儿童安全、励志教育、中

国航天发展等主题讲座。

在留守儿童安全知识讲座上，孟庆甜围

绕我国拐卖、侵犯儿童犯罪严峻形势，结合拐

卖、侵犯儿童犯罪组织集团化和职业化、对象低

龄化、多样化等特点，告诉“童伴妈妈”们有哪些

可能发生在身边的犯罪行为，并针对不同年龄、

不同情景的留守儿童，讲解防控、补救对策。

为了更好地帮助“童伴妈妈”们掌握、教

授相关知识，孟庆甜还专门准备了“儿童版”

课件，以便她们直接使用。“对公安机关来说，

不但要打击犯罪，还要预防犯罪。”她说，“童

伴妈妈”是孩子们最信任的人，这些授课内容

可能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

培训班上，奥运会冠军邓亚萍结合自己

的成长经历为“童伴妈妈”们带来了一场励志

教育。她的励志故事和永不言弃的精神让现

场很多“童伴妈妈”落泪。

航天专家叶朝明则为“童伴妈妈”们讲述

了中国航天的创立和发展史。

参加完培训的河南三门峡市卢氏县南窑

小学的李娟告诉记者：“回去后就知道如何开

展工作了，要反思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以后把

更多精力放在关爱孩子上，尽最大努力让他

们感受到爱。”

不仅如此，培训班还为“童伴妈妈”安排

了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中央团校青年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何

玲讲解了“童心港湾”项目和建设标准，内容

涉及项目运行的原则、定位、场地建设，“童伴

妈妈”的遴选、工作职责及工作内容、考核评

估、项目点的日常管理、服务内容、宣传倡导

等多方面；社邻家创始人闫加伟讲解了如何

参与社区营造推动项目创新；“青年之家”相

关工作人员则为“童伴妈妈”详细讲解了“童

心港湾”信息管理系统等。

“这是一次具有实际意义的培训，在短短

的几天学习中收获良多，我将带着这次培训

给予的启迪、工作思路和方法，履行‘童伴妈

妈’的职责。”刘倩说。

建设“港湾”，稳扎稳打

长期以来，留守儿童问题备受社会关注。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要关

心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制和措

施，加强管理和服务，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

义大家庭的温暖。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提出建立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2019年9月，共青团中央在四川遂宁市召

开“童心港湾”建设工作培训推进会。会议强

调，要立足团的实际，明确目标标准，压实工作

责任，精心实施“童心港湾”项目，在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大局中发挥积极作用。

经过近年的发展，“童心港湾”已初具规模。

截至2020年年底，“童心港湾”项目已建成运行

330余个项目点，覆盖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

等15个省（区、市），服务近两万名留守儿童。

如今，各地建设情况也不断完善，日益规

范。一份针对 76 个“童心港湾”项目点的调研

报告这样评价：“项目运转总体较好。”

调研报告显示：当前项目点标识明显，场

地达标，配套设施设备良好；场地实现向全年

龄段儿童开放，参加活动的孩子年龄段主要是

7-12岁；同时项目的服务效果整体有效，家长

满意程度高；服务时间达标，“童伴妈妈”全部到

位，按要求提供的服务完成率良好；经费管理扁

平化，“童伴妈妈”补贴均按时足月直接到账。

在建设过程中，各地在遵照建设标准的

基础上还结合本地特色，整合资源，为“童心

港湾”建设打上了本地标签。

在河北省滦平县，各村根据留守儿童实

际需求，制订了“服务菜单”，“童伴妈妈”和留

守儿童可以通过“服务菜单”选择有针对性的

活动。5 个试点村的活动逐渐形成特色：偏道

子村的“读书圆梦”、孙营村的“港湾圆你钢琴

梦”、两间房村的“小小朗诵家”等都得到孩子

和家长的好评。

在河南省，“童心港湾”开设“两线一室”，

加强学校、家庭和留守儿童三方联系。开通亲

情热线，让外出务工家长定期与子女通电话；

开通教师热线，让外出务工家长可随时与班

主任取得联系；设立心理健康咨询室，安排有

经验的教师担任心理医生，及时帮助留守儿

童解决心理困惑。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的“童心港

湾”还引入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大

锣鼓，开设锣鼓培训班，免费教授留守儿童锣

鼓演奏技艺。

对此，侯宝森评价说，“‘童心港湾’形成

本地特色，才能让它具备持久的吸引力。”

“童伴妈妈”是距离留守儿童最近的人。

调研发现，当前“童伴妈妈”年龄集中为 25—

50 岁，其中，92%有孩子，99%的“童伴妈妈”

会说普通话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84%的“童

伴妈妈”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80%的“童伴

妈妈”能保证合理的工作时间。

在广东省，目前大部分“童伴妈妈”由专

业社工担任，具有丰富的镇村工作经验，经常

对接镇村的留守儿童工作。

在照顾留守儿童的过程中，“童伴妈妈”

们还不断发动社会爱心人士，集合爱心力量。

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就组建了由团干部、

退休教师、返乡大学生、老乡贤等人组成的情

暖童心志愿者队伍，他们在“童伴妈妈”的组

织联系下，联合开展日常志愿服务活动。

“嫦娥五号”点亮梦想，丰富
活动，温暖“童心”

“哇！太厉害了！”火箭点燃的那一刻，伴

随着轰鸣声，孩子们欢呼雀跃。今年 11 月 24
日，河北省滦平县的留守儿童来到海南省文

昌市现场观看了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

探测器的发射。

“现场看嫦娥五号发射，我感到特别骄傲

自豪，感受到国家科技进步，今后要好好学习，

为国家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来自河北省滦

平县山前村“童心港湾”11岁的王晴说。

“全国项目办开展的‘嫦娥五号·点亮梦

想’活动邀请了我们县3名留守儿童。2名儿童

的绘画作品电子版还搭载中国探月工程嫦娥

五号任务探测器一同飞往月球。孩子们非常

自豪。”滦平县项目办管理员聂慧告诉记者。

实际上，类似的活动已经不是第一次。去

年12月，长征五号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升空，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嫦娥奔月公司邀

请来自四川省射洪市武安镇店子村“童心港

湾”的“童伴妈妈”和5名留守儿童现场观看

发射过程。

为了开拓留守儿童的视野，培养阅读习

惯，共青团中央、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联合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开办了《一起上书房》文化

公益类栏目，为留守儿童捐献书籍，奉献爱心。

“我们从去年首批 100 本增加至今年的

500 本，在培训中也加入如何提升阅读能力

的讲座，就是要让孩子多读书，读好书。”侯宝

森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开展安全教育和自护教育也

是一项重要工作。对此，各地结合重要时间节

点开展相关宣传教育活动。

在 9 月未成年人保护宣传周，江西省组

织各“童心港湾”开展民法典主题教育工作，

宣传未成年人法律法规，努力营造关心、重视

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山西省则在“5·12”、

“6·26”、全国宪法日等时间点 ，开展无毒青

春、法制教育、平安校园、抗震防灾等安全教

育活动。

在中秋节期间，安徽省朱腰庄村的“童心

港湾”还开展了“家乡味道——把思念带去远

方 把爱带回家”活动，让留守儿童为父母寄

去亲手写的书信和家乡土特产，增进他们亲

子的情感互动。

今年疫情期间，各地“童心港湾”也并未停

歇，做到了“在最需要的时刻陪在孩子身边”。

在安徽省，各试点“童伴妈妈”们通过微

信、电话等不同形式，摸排孩子们身体健康及

家庭情况，积极引导家长和孩子们学习防疫

知识，消除孩子的恐慌心理，确保学生们无一

感染；河北省则充分利用现有网络平台，联合

喜马拉雅等互联网爱心企业，为留守儿童和

家长朋友们送去免费线上福利。

扎实实施，逐步深化

“ 刚 开 始 接 触 是 当 工 作 来 对 待 ，经 过 培

训，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希望通过这个平

台，让更多的留守儿童感受到家庭、社会对他

们的关爱。”参加本次培训班册亨分会场的冗

渡镇大寨村的“童伴妈妈”韦定香这样说。

受疫情影响，为缓解主会场压力，本次培

训班首次在贵州册亨设立分会场，开启云直

播互动授课模式，来自贵州省 110 名“童伴妈

妈”在线观看学习。

不仅如此，分会场的“童伴妈妈”们还自发

组织“笑”出您的青春·童伴妈妈笑脸征集活动

和“青”听您的声音·童伴妈妈心声畅谈活动。

增加线上培训只是“童心港湾”创新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随着项目不断推进，“童心港

湾”的服务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今年结合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童心

港湾”数量已经由 12 个省份、114 个项目点拓

展为330个项目点。在中国联通的支持下，仅贵

州册亨一个县就建设100个项目点；此外，在工

商银行的支持下，四川金阳设立 20个站点；在

国强基金会支持下；广东揭阳设立 10个站点，

在腾讯基金会支持下，湖北设立30个站点。

“通过‘童心港湾’这个阵地，可以拉动社会

联动，提升各地团组织在基层的社会影响力。”中

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光华研究院执行院长、共青团

“童心港湾”全国项目办专职副主任张华伟说。

为了响应打赢脱贫攻坚战，“童心港湾”

还加大了“三区三州”的服务范围，走进四川

省凉山州金阳、雷波、贵州毕节等地，把服务

深入到最贫困的地方。

“我们没有一味求大求全，总结借鉴了去

年‘童心港湾’的经验，要先做稳做扎实。”谈到

下一步规划，侯宝森说，明年会选择一个合适的

时间尽快出台《童心港湾建设标准》，用好信息

管理系统，给“童伴妈妈”提供更多服务，对项目

管理员的培训也将纳入到工作计划中。

据了解，目前“童心港湾”全国项目办正

不断吸纳新力量，扩大伙伴范围，建立更社会

化的管理机制。明年，中

国光华科技基金会还计

划开展整个项目的推介

活动，扩大影响，加强品

牌建设，在“十四五”大

背景下推动建设更高效

的服务平台。

稳扎稳打建“港湾”着力深化伴“童心”

共青团“童心港湾”：给留守儿童一个家
共青团“童心港湾”项目由团中央发起，由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团中央青年

发展部、中国青年报社、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联合四川、广东等地团组织实施，

是共青团组织在村级层面常态化开展的留守儿童关爱项目。通过选配“童伴妈

妈”，组织家访校访、日常陪护、主题活动、志愿服务等，进行亲情陪伴、情感关怀、

自护教育、励志教育。

童心港湾·童伴妈妈

共青团“童心港湾”全国项目办组织开展“嫦
娥五号·点亮梦想”活动。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