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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警 察 学 院 团 委 书

记 刘锐

“ 踔 厉 奋 发 作 示
范 、 笃 行 不 怠 勇 争
先。”江西警察学院团
委 始 终 践 行 “ 对 党 忠
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 、 纪 律 严 明 ” 总 要
求，始终坚持把立德树
人、育警铸魂根本任务
融入人才培养、警务化
管理、社会实践等青年
学警日常教育全过程，

立足“忠诚奉献、知行合一”校训，形成了
“警官艺术团”“藏蓝青春志愿者”“青春江
警新媒体”等一批极具鲜明公安职业特点和
青春创造活力的团学品牌。我们将继续做好
青年学警的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让青
春之花绽放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依托
校局、校地、校企合作，让青年学警在火热
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培养高尚的思想品格和道
德情操，不断增强学识才干和职业素养，成
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和公安事业
的可靠接班人。

中 建 五 局 华 南 公 司 广

西分公司团委书记 李

玉芳

中建五局华南公司
广西分公司团委以“学
习二十大 建证四十年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
采取符合建筑行业实际
的方法，通过层层组织
传达学习、开展集中宣
讲、座谈交流等方式，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机 关 、 进 项 目 、 进 工
地，让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基层末端落地落实落

细；利用“青·匠”文化节、劳模与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八桂青年营”等载体，举
办讲师大赛暨青年素养提升工程、团史知识
竞赛等活动，扎实推进团青工作。我们将继
续立足青年实际，引领团员青年保持和焕发
共青团组织的战斗力、精气神，坚守初心使
命，强化责任担当，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青年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实习生 石鲜鲜

11 月 13 日 10 时，广西 （南宁） 12355 青少年服

务台的电话响起，接线员钟言言刚拿起电话，便听到

了一个女生带着哭腔的声音。她调整语调安抚电话那

头的女生：“你先不要激动，慢慢说，我在呢。”

女生逐渐平静，道出了原委。原来，这是一名

在学校遭受语言暴力的高中生，在得不到父母理解

的情况下她想到拨打心理咨询热线求助。近 40 分钟

的通话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女生在诉说，从她在

学 校 被 孤 立 的 状 态 ， 到 埋 藏 在 心 底 的 梦 想 和 秘 密 ，

接 线 员 一 直 耐 心 地 倾 听 着 。“ 可 能 她 本 来 就 没 有 想

让 我 给 出 具 体 的 建 议 ， 只 是 想 找 一 个 人 聊 聊 天 。”

钟言言说。

这样的故事，在广西 （南宁） 12355 青少年服务

台接到的来电中并不是个例。据广西 （南宁）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专员、心理咨询师李潇洁介绍，2021
年，根据“省域统筹一体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原则，共青团广西区委与共青团南宁市委共建广西

（南宁）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目前面向广西全区各

地市青少年提供心理、法律咨询服务。来电求助的青

少年中，高中生 （15-18 岁） 和初中生 （12-14 岁）

是占比最高的群体。

家长总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广 西 （南 宁） 12355 青 少 年 服 务 台 的 专 家 志 愿

者、公益心理咨询师李耕岩表示，来电中学生主要

关注人际关系、亲子关系、个人成长方面的问题。

很多通过电话求助的青少年的主要需求是被理解和

倾听。在他看来，没有评判、没有打断、没有建议

的陪伴式倾听，是特别好的疗愈过程，可以有效帮

助青少年释放压力与减轻焦虑。

11 月 3 日下午，李耕岩转接到了一名高二男生

的来电。这名男生因抑郁症正在住院治疗，他告诉

心理咨询师，这个电话是用爸爸的手机打的。当着

父亲的面，男生直接将肚子里的苦水倒出，直言自

己无法理解爸爸的教育方式。

“ 他 总 是 听 不 懂 我 在 说 什 么 。” 男 生 满 腹 委

屈，“甚至有时候根本没在听我说话。”当李耕岩

问男生是否需要帮助时，结果对方表示只是想宣

泄下情绪。李耕岩把男生的这种释放情绪的行为

比 喻 成 “ 倒 掉 一 盆 脏 水 ”， 因 为 捧 在 手 里 太 重

了，把它倒掉就好了。

亲子双方在成长的方式和期待值
上产生冲突

在 12355 做了十几年的心理咨询，李耕岩能感

知电话线那端的复杂情绪。他认为，孩子确实应该

被好好倾听，但很多家长也并非刻意忽视孩子的想

法。从本质上说，家长的目标和孩子的诉求基本是

一致的，只是双方在成长的方式方法和期待值上产

生了冲突。

韦金妮是广西 （南宁）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专

门处理亲子关系心理个案的专家志愿者。有一次，

服务台的接线员说有个家长想做咨询，但韦金妮接

通后却听到一个小男生的声音。“孩子说是妈妈把

电话甩给他的，还说自己刚被妈妈揍了一顿。”原

来，这个四年级的男生因刚转学跟不上学习进度，

家长想在校外培训机构给他报个一对一辅导班。孩

子表示想报大班，说能自己更放松地听课，还能省

钱，但他妈妈坚持认为一对一才有效果。

“实际沟通后发现问题并没有出在孩子身上，这

个孩子虽然在家长看来有点调皮，但他这种调皮和

活泼是符合其年龄特征的，只是不符合父母对于孩

子在纪律和学习方面的期待。”韦金妮希望家长能把

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当成一个朋友来相

处，学会了解并理解孩子的想法。

如今有些家长学历水平比较高，对教育也越来

越重视，但为什么好像还是学不会倾听孩子的声音

呢？韦金妮认为，这跟这一代家长的成长经验有关

系。专家志愿者接触到的大部分家长都处于 30 岁

到 50 岁 的 年 龄 段 ， 他 们 自 小 的 成 长 环 境 相 对 高

压，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倾听，导致他们为人父母

后也容易忽略掉自己孩子的心声。这部分父母在相

对严格的要求下走上了更高的社会阶层，认为自己

是从中获益的，就觉得这种要求放在孩子身上也是

适用的。

李潇洁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出现心理障

碍的孩子，不少都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对于很多

青少年来说，被陪伴、鼓励、引导，是心理上最大

的需要，很多心理问题的背后是父母聆听姿态的缺

席。“表面上看一些问题产生于家庭之外，但如果

家庭成员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支持，那他就有勇气

有能力去应对外界的矛盾。”

两代人要适当划清生活边界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国民心理

健康发展报告 （2019-2020）》 显示，我国青少年

抑郁检出率为 24.6%，18 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

人数的 30.28%。现实而残酷的数字背后，反映出

青少年正在遭遇的心理危机。尤其是这几年的新冠

肺炎疫情，对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

影响，也让不少孩子产生了焦虑不安的情绪。

李耕岩同时在南宁一所高中从事学生心理工

作，对于疫情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并不陌生。他发

现，孩子因疫情在家上课后亲子冲突变得频繁，特

别是在听课、写作业等方面极易产生分歧。无论

是 在 学 校 还 是 在 12355 平 台 ， 他 都 听 到 了 越 来 越

多孩子的求助。有些孩子直言自己因疫情居家上

网 课 时 ， 几 乎 没 有 休 息 的 时 间 。“ 前 一 秒 钟 我 还

在 做 数 学 题 ， 当 我 稍 微 休 息 一下拿起手机，还没

开始玩呢，爸爸就进来说我整天玩手机，我觉得自

己好冤枉。”

如何在疫情封控下与孩子健康地相处，也是许

多父母的一块心病。很多家长忍不住跟李耕岩吐

槽：“你知道吗？在家我觉得比上班还辛苦，见到

孩子一天到晚都在玩手机，真的好堵心！”

对此，李耕岩给出的建议是，家长和孩子在家

中适当要划清生活边界，让彼此都有充分的心理空

间。从时间上看，可以划分出大家一起学习工作、

吃饭、做游戏等活动的时间，比如在吃饭时间就只

谈论菜好不好吃，而不评价孩子的学习；从空间上

看，一家人尽量每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允许关

门且不被随意打扰。

为了更好地化解家庭教育的难题，广西 （南

宁）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的工作人员还利用业余时

间，向家长们推荐家庭教育的活动课程。“周末的

时候，有很多孩子会来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上兴

趣班，家长经常在外面等候。我们就会上前告诉他

们 ， 有 空 可 以 来 听 听 我 们 平 台 的 案 例 。”11 月 10
日，广西 （南宁）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还联系了南

宁广播电视台进行了心理健康科普活动。

据了解，目前广西 （南宁） 12355 青少年服务

台有 228 名团队成员，包括团干部、接线专员、青

少年社工和专业志愿者。在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同

时，该平台还积极链接社会资源为青少年提供心理

健康、法治宣传、青春自护、家庭教育四大板块的

服务。

下 一 步 ， 作 为 区 市 共 建 的 服 务 总 台 ， 广 西

（南宁）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将加强区域统筹指导

和基层服务阵地建设，更好地发挥服务青少年成

长 的 专 业 作 用 。“ 比 如 我 们 这 个 热 线 目 前 是 保 证

12 小时人工接听，以后还需要保证 24 小时，那就

需要更多人力物力的投入。心理咨询工作也离不

开 任 何 一 个 环 节 的 支 持 ， 希 望 教 育 局 、 卫 健 委、

社区等部门能够合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李潇洁说。

为 什 么 很 多 父 母 不 会 倾 听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敏

图 片 958 张 、 文 物 1357 件 、 艺 术 品 40
件 、 景 观 类 作 品 25 组 、 珍 贵 影 像 视 频 13
个 ⋯⋯关于北大红楼主题展的情况，谢尹楠

如数家珍。

这 位 95 后 是 北 大 红 楼 “ 光 辉 伟 业 红 色

序 章 ——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

命活动”主题的讲解员，她希望每一位参观者

都能通过她的讲解，近距离地“触摸”到百年

前那批优秀的年轻人。

2021 年 ，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之

际，北大红楼经过修葺后重新对外开放，谢尹

楠第一次来到了北大红楼。

“ 青 年 毛 泽 东 第 一 次 来 到 北 大 红 楼 的 时

候 是 25 岁 ， 我 第 一 次 来 到 北 大 红 楼 的 时 候

也 是 25 岁 。” 谢 尹 楠 说 ， 她 时 常 感 觉 自 己

很 幸 运 ， 能 时 刻 感 受 着 与 悠 久 党 史 的 紧 密

联系。

北大红楼的讲解工作并不轻松。作为中国

共产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北大

红楼留下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

命先驱的足迹，每间教室、每件文物背后都有

值得讲述的故事。

要 想 把 党 史 讲 清 楚 、 重 点 展 览 讲 到 位 ，

背后要做大量的工作。讲解词一改再改，最

初谢尹楠拿到的讲解词有三四万字，经过专

家 数 次 调 整 和 反 复 斟 酌 ， 最 后 留 下 近 3 万

字，并出了两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等多个

讲解版本。

背熟讲解词是谢尹楠最基本的工作要求，但

由于北大红楼的展览分为一个一个的教室，时间

太长，参观者可能会走神。为了能带好参观者，

谢尹楠利用时间自我充电，每一个学习党史、提

升的机会她都不放过。

谢 尹 楠 说， 有 时 夜 晚 加 班 的 时 候 ， 北 大 红

楼里一片寂静，看着展板上的革命先辈，她感

觉先辈们在引导着她、激励着她把百年前进步

青年的故事讲出来给更多人听，“这仿佛是我的

使命”。

百年前青年义无反顾、拼搏奉献的风华故事

总会打动谢尹楠的内心，百年后来北大红楼参观

的游客也总会让她感动。

北大红楼重新整修开展不久后，北京大学的

师生前来参观，讲解时，谢尹楠从他们的眼神中

看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对百年前青年的敬

仰以及对母校的热爱，“百年前北大红楼见证了

有志青年的意气风发，百年后他们的热血和信仰

仍旧澎湃在北大红楼。”

百年前，进步青年在北大红楼弄潮，五四青

年从这里出征。如今走在北大红楼里，地板发出

“嘎吱”的声音，脚步在走廊中回旋，这声音仿

佛拨通了穿越的开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画面徐

徐展开。

谢尹楠常说 ：“狭长的走廊、紧凑的教室，

旋转的大漆楼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我常感觉

自己在与革命先辈对话。”

这 样 的 感 觉 也 是 很 多 参 观 者 在 北 大 红 楼

里 的 深 切 感 受 。 与 其 他 展 览 不 同 ， 北 大 红 楼

将 旧 址 和 展 览 融 合 ， 复 原 了 多 个 旧 址 ， 让 展

览 嵌 入 红 楼 本 体 。 有 参 观 者 在 旧 址 复 原 的 五

四 运 动 筹 备 室 里 ， 看 着 桌 面 上 的 标 语 、 墙 边

的 旗 帜 等 物 品 时 感 慨 道 ：“ 尤 见 革 命 青 年 聚 、

尤 闻 革 命 呐 喊 声 。”

“历史没有消失，而是在传承。”谢尹楠说，

北大红楼让党史和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持续流传。

她说：“对党史的了解越深，越会意识到自己知

识的浅薄，我们常说读史明志，鉴往知来，当我

学习党史的时候，愈发感到自己要更加努力，愈

发感觉要坚定自己的信仰。”

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到了“新的赶考之

路”，谢尹楠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是当代青年的使命，也是

对青年提出的要求，“我们常说信仰的力量，但

信仰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青年来说，党史就是

信仰的力量，李大钊、邵飘萍等先辈们救国救民

的精神追求会不断激励青年，在青年迷茫的时候

给予精神力量。”

生活中的谢尹楠喜欢绘画和音乐，她常在朋

友圈中分享自己的绘画作品和弹唱视频，她说：

“学习党史让我更加珍惜生活，每个讲解员的心

里都有个小火种，这个火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热

爱，我们希望把这个火种传递给更多观众，让观

众记住那些牺牲小我、拥抱大我的人，记住今天

的生活来之不易。”

95后北大红楼讲解员：记住那些拥抱大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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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尹 楠 在 北 大 红 楼 为

观众讲解。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