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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开展心理咨询师介入孤儿保障工作，两年来已收到明显成效——

用“心”帮孤儿校准人生航向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通讯员 刘文栋

日前，由市民政局举办的 2014 年孤儿
及孤儿监护人培训班结束。早在 2011 年，
我市便开始举办这一培训班，并于 2012 年
将心理咨询师请进课堂对孤儿及孤儿监护
人进行培训，在全省率先开展心理咨询师介
入孤儿保障工作。

两年来，这一举措已收到明显效果，监
护人参加培训的主动性高于往年。由于幼
年缺乏爱的呵护，多数孤儿都存在心理问
题，如何帮他们解开心结、乐观面对未来，还
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近日，洛龙区的李师傅来到区文化馆，参加在这里
举办的孤儿及孤儿监护人培训班。几年前，李师傅的儿
子和儿媳不幸去世，孙子小亮（化名）成了孤儿。

这次培训，让李师傅受益匪浅。他说，通过这样的培
训，他不但了解了国家对孤儿的保障政策，而且从心理
咨询师那里学到了不少为孤儿减压、与孤儿建立良好沟
通关系的知识。

“如何让孤儿更好地成长，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市
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王海健说，市民
政局于2011年10月在嵩县举办了首期孤儿及孤儿监护
人培训班。

新政策的出台为孤儿的生活撑起了“保护伞”，但由
于他们的心理普遍存在缺陷，如何对他们进行心理护理
使其健康成长，显得越发重要。2012年，在举办培训班的
基础上，市民政局又将心理咨询师请进课堂对孤儿及孤
儿监护人进行辅导，此举在全省尚属首例。

在培训课上，心理咨询师对不同年龄段孤儿的心理
特征、监护人应该如何更好地与孤儿沟通、如何关注孤
儿的精神世界、如何培养孤儿健康健全的人格等问题进
行了讲解。

心理咨询师介入孤儿保障工作这一尝试，受到了许
多孤儿监护人的欢迎。

“今年孤儿监护人参加培训的主动性高于往年。”王
海健告诉记者，心理咨询师的辅导并不局限于课堂，他
们会定期到社会散居孤儿家庭和福利机构，对一些存在
心理问题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并着重跟踪关
注一些心理问题较为严重的孤儿。

尝试
心理咨询师介入孤儿保障工作

“孤儿存在心理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完
整的爱。”洛阳尚善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卢伟长期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她说，孩子 3
岁以前，母亲扮演着重要角色，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可
以归纳为自信、包容、安全感三种。3 岁以后，父亲所
表现出来的力量、规则、责任则会进一步影响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那么他

（她）所得到的影响就会减少很多。孩子在没有父母
之爱的环境中成长，面对困难时，其幼小的心灵是无
力承受的。

卢伟说，因为缺乏父母的爱，加之抚养人方法的不
当和他人的异样眼光，多数孤儿表现出缺乏安全感、自
卑、极度敏感、不善交际等心理问题。

小美（化名）今年17岁，是伊川县彭婆镇人，在她半
岁时父亲病逝，后来母亲出走，她成了孤儿，叔叔申善春
成为她的监护人。

活泼、开朗、阳光，这是小美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然
而，当记者偶然问到她是否因为自己是孤儿而遭受他人
的异样目光时，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卢伟说，对于孤儿来说，有些内心深处的伤口可能
永远也无法愈合，当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精神寄托后，
这种伤口的疼痛感会相对减轻。小美的精神寄托就是她
的学业。

小美的性格有些暴躁、叛逆，初中没毕业，她就放弃
学业外出打工，申善春看在眼里、疼在心里。2012年，申
善春参加孤儿监护人培训班时了解到，根据相关保障政

策，小美可以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于是，在民政部门干部
和心理咨询师的共同说服下，小美于当年9月前往周口
科技职业学院学习幼教。

今年，小美将要中专毕业，她选择升入本校的幼教
大专班继续学习。“如果将来有机会，我还会读本科。”小
美信心十足。

申善春告诉记者，这两年他没有中断与民政部门干
部和心理咨询师的联系，并在今年再次参加了培训班，
再一次较系统地学习了孤儿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
征和心理问题解决办法。

王海健告诉记者，2012年，与小美一样重回校园的
孤儿共有24名，目前大部分即将毕业走向工作岗位，其
中3人将留校继续学习。

成效 心理干预，让孤儿重拾信心

卢伟说，孤儿心理问题的形成，除了缺少父母的关
爱，来自外界的干扰因素也很多，如监护人的照顾情况、
社会的评价等。

卢伟表示，孤儿的心灵是易碎品，家庭健全的人无
法切身体会他们的感受，人们在语言、动作上稍不注
意，就可能对其内心造成创伤，要想使这些创伤得到愈
合，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和专业人士的介入。目前，
我市县乡的心理咨询师队伍还很匮乏，对孤儿及孤儿

监护人的培训也在起步阶段。所以，政府应多组织相
关培训，让解决困境儿童的心理问题的知识得到更大
范围的普及。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在孤儿保障工作中
还存在机制不健全的问题。2011年出台的《洛阳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虽然明确
了民政、卫生、教育、住房、司法等部门相关保障职能，但
在各部门的联动和衔接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此外，该负责人表示，在对孤儿一对一的帮扶上，
我市缺乏长效机制。目前，我省仅有周口、漯河两市
的两所技工类院校纳入了民政部、省民政厅的经费支
持范围，可免除孤儿在校期间的费用，如果有孤儿考
取其他院校，学费或学杂费也将成为他们的一大难
题。这位负责人呼吁，希望有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能
够持续一对一地帮助孤儿完成学业，直到他们参加工
作、走向社会。

期待 多方合力呵护“心灵易碎品”

孤儿376名

占社会散居孤儿总
数的27%

孤儿监护人884名

占社会散居孤儿监护
人总数的64%

今年我市共有12601260人接受培训

2/3社会散居

被寄养在爷爷奶奶
或其他亲属家中

37% 城市孤儿801人

63% 农村孤儿1362人

截至目前，我市未满18周岁的孤儿有21632163人2011年，我市出台了《洛阳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孤儿
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孤儿基本
生活保障标准：

社会散居孤儿

每人每月不低于600元

机构养育孤儿

每人每月不低于1000元

此前，我市农村孤儿月平均
生活费为 60 元（享受农村低保或
五保），城镇孤儿月平均生活费为
210元（享受城镇低保）。

1/3由社会福利机构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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