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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心理对于备考起着关键的作

用，同学们要学会心理减压，从而达到更好

的备考状态。”5 月 16 日，由团市委、市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轻

松备考 12355 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系列讲

座之“让青春在奋斗中飞扬”走进海口五源

河学校，邀请海南中小学心理健康学会常务

副会长张开基为该校初三 500余名师生传授

备考心理“法宝”。

“学业压力、心理抑郁、青春期叛逆……

近年来，随着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得到重视，

家长和青少年对于心理健康辅导的需求量增

加。”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负责人刘洋

介绍，该站是由团市委发起成立的公益性平

台，致力于通过网络、电话、现场辅导等方式，

全方位为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安全、有效、便捷

的心理咨询服务，年均开展“走进校园”系列

心理健康公益讲座 30余场，服务学生超 2万
人次。

举办“健康成长 从齿开始”关爱青少年儿

童口腔健康公益活动，计划为2400名青少年儿

童提供口腔健康服务；实施主城区学校捐赠电

动伸缩门项目，计划 3年内为我市主城区学校

捐赠 18条电动伸缩门……“儿童友好”从共识

化为行动，背后的推动力是政策的支撑与举措

的细化。

海口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纳入《海口市儿

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提出心理健康

教育、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家庭教育促进和加

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等 8个重点项

目，以长远战略眼光谋划儿童友好城市的点点

滴滴。

宏伟蓝图铺向未来。从成立市、区两级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工作协调

机制，形成全市各级各部门广泛参与、支持创

建的工作格局；到对儿童生活空间、学习空间

等实施适儿化改造，积极打造一批儿童友好社

区、学校、公园、医院、实践基地等示范集群

……海口透过“一米高度”视角，以儿童优先、

儿童参与为原则，全面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

保护和参与权利，促进城市美好与儿童友好双

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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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小朋友们，诗人陆游通过这首诗告诉他的孩

子，做学问要坚持不懈，尤其重要的是躬行实

践，在实践中加深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把书

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实际本领。”5月25日，

一场趣味横生的青少年传统文化公益课程在

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志愿者老师

带着小朋友们解读古诗《冬夜读书示子聿》。

在这个活动中心里，趣味活动室、心理

健康辅导室、科普实验室等 85间功能各异

的“充电”空间丰富多彩，常态化开展趣味

游戏、培训课堂、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

等公益活动，成为周边少儿打卡的“快乐驿

站”。这是海口推动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

缩影。从“空间友好”到“服务友好”，我市

各部门对儿童的关心与爱护一直在身边。

5月28日，家美乐托育龙岐园内笑声阵

阵，小朋友们正跟着老师做游戏，在游戏中

提升沟通能力和色彩辨别能力。该园开设

了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混龄托班，执

行普惠收费，为周边社区0—3岁婴幼

儿家庭解决入托难、带养难等难题。

“婴幼儿的养育培养问题，牵动

着每个家长的心。调查数据显示，

我们区有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

存在入托需求，大部分家庭期盼便

捷且放心、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

的托育服务。”美兰区卫健委副主任

邝生站说，促进普惠型婴幼儿托育机

构建设，对于激发婴幼儿消费市场潜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平时忙于工作照

顾孩子少。二宝 1岁半，需要培养社交互

动，托育中心正好有专业人员来引导孩

子。”家住美兰区龙岐社区的家长梁莹莹告

诉记者，越来越多的口袋公园、文化馆、图

书馆、学校建设在梁莹莹“家门口”，将“一

米高度”理念融入基础设施建设，为孩子们

的成长提供了多元化、“量身定制”的友好

空间和服务。

近年来，海口持续增加儿童公共服务

投入，儿童福祉不断提升，成长空间持续拓

展。目前，海口拥有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

超 400家，民办幼儿园超 340所，中小学校

超 260所，实现基础教育服务网格化全覆

盖。此外，全市建成179个各类公园、16个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22个科普教育实践基

地、31个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基地、5个国防

教育基地等一批儿童友好空间试点项目，

为儿童提供了更多亲近自然、活跃身心、研

学实践的好去处。

海口聚焦“五大友好”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儿童友好”与“城市美好”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周慧

今年3月，海口入选第三批建设国家儿童

友好城市名单。让政策更包容、服务更匹配、

保障更到位、空间更充足、设施更安全……海

口着眼“一米高度”，全面保障儿童生存、发展、

受保护和参与权利，积极助力实现儿童友好

的愿景。

海口让“儿童友好”融入城市发展，用

“一米高度”彰显城市温度。下一步应持续

推动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凸显海口特

色、深受儿童欢迎的儿童友好试点单元和

标志性成果。

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要探索有广

度的参与场景。聚焦儿童优先理念，不断

完善措施，把儿童发展、儿童优先的原则融

入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点点滴滴，让“儿

童友好”从理念变成可触可感可看的幸福

场景。围绕促进“五个友好”，构建全面健

康安全友好的儿童成长环境。

关爱儿童就是守护未来。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海口应持续加强统筹协调，推进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以儿童友好为“小支点”，撬动海口城

市发展“大格局”，关爱呵护儿童成长，让城

市更加美好。

让“儿童友好”理念
变成可触可感幸福场景

4月25日，海口市妇联联合海口市教育局

举办 2024年“一米高度画海口”海口市儿童绘

本画创意大赛，引导椰城儿童通过绘画展示

“一米视角”下的“友好椰城”，以独特的视角，

绘出生活中的儿童友好场景，用画笔表达对祖

国和家乡的热爱。

据介绍，此次大赛旨在推进海口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引导儿童发挥“小主人翁”作用，积极

参与到儿童友好城市创建中来。值得一提的是，

比赛获奖的作品将在6月1日举办的“小手拉大

手·童享新时代”2024年海口市庆“六一”暨建设

“儿童友好城市”主题活动中进行义卖，义卖所得

将捐赠给单亲离异家庭、留守等困境儿童。

一座理想的“儿童友好”城市，应该是什么

样？以儿童的需求为核心，以儿童的视角看城

市。海口不断建立健全儿童参与制度、困境儿

童保护制度，打破“成人主导、儿童沉默”的社

会格局，让儿童做城市的“小主人”。

从建立完善留守儿童信息台账，在全市范

围推广“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儿童志愿服务模

式，到全市412所儿童之家、319所家长学校实

现基层全覆盖，再到建设综合功能儿童福利机

构1所、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3所、特殊教育

学校 4所，保障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

100%……全市各部门协同发力，不断织密兜

牢儿童社会保障网。

紧扣儿童发展需求导向，从“权利友好”到

“环境友好”，海口不断完善措施，形成有机互

联的儿童友好立体场景。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依托家风家教馆、家长学校，常态化开展

家庭教育社区乡村行、“护校安园”行动、普法

宣传等活动；全市学校（幼儿园）食堂实施“互

联网+明厨亮灶”全覆盖……海口构建起家校

社协同保护儿童网络，护航儿童

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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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5月30日，在家美乐托育龙岐园内，小朋
友开心展示“六一”儿童节涂鸦作品。

①5月30日，在龙华区文化馆少儿童话书
堡内，一位家长正带着小朋友读书。

③5月30日，在海口市第十一小学内，小朋
友们在展示别开生面的花样跳绳。

②5月26日，“璀璨椰青梦 相约再启航”
2024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晚会精彩上演。

⑤龙华区城西镇苍西村新时代党建主题公
园，配套设置儿童娱乐设施，小朋友们在此玩耍。

⑥“六一”儿童节前夕，海口遵谭中心小学的
学生收到自己的“微心愿”礼物。

⑤⑤

⑥⑥

儿 童 是

国家的希望，城市的未来。

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

近日海口举办了形式多样、缤纷多彩的主题活

动，引领全社会共同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让儿童

友好理念在椰城生根发芽。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担负着对儿童未来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今年3月，海

口入选第三批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单。海口聚

焦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

环境“五大友好”，推进“儿童友好”与“城市

美好”双向奔赴，倾力打造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实践样板。

□本报记者 周慧 /文 康登淋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