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要想在竞
争中立足和发展，必
须积极参与国际国
内区域合作。

参与到环渤海经
济圈的建设和发展
中，将对河南的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很大的
利好作用。

事例：五年级女生遭遇男孩“喜欢她”
昨日，陈女士给本报打来电话，急着想找

一位心理专家给女儿“看看病”。陈女士说，
女儿这几天不想去学校上课，几经询问才知
道是因为班上的一名男孩说“喜欢她”，班上
不少同学也把两人看做一对。

二七区心理教育指导中心的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陈晓梅说，平时也有小学生来咨询心
理问题，不过相比之下，进入青春期的中学生
的心理问题更多。她举了一个例子，有个男生
在初二时用眼角余光瞄了瞄女同学的大腿，他
认为这是“肮脏”的行为。“现在在他的眼角余
光里不能出现任何东西，否则就像陷入了恐惧
当中。”陈老师说，这本来是一个小问题，但是
由于缺少疏导和排解，最后成了心理问题。

分析：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教育者应反省
省政协委员张景林认为，学生出现心理

问题，教育者最应该先“反省”，这个教育者不
仅是指老师，还包括家长。“有资料显示，青少
年大约70%的心理问题源于家庭教育。父母
对孩子期望值过高、父母与孩子沟通不当、父
母对独生子女过分溺爱等因素都会对大中学
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张景林说，学校心
理辅导咨询师资力量不足影响了学生心理健
康。许多学校没有按照要求配备专业心理教
师，缺口很大。此外，还存在着心理教师专业
水平不高、专职人员少、兼职人员多现象，一
些学校在实际操作中对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存在认识误区。

省政协委员朱诚身谈到，不少学校认为心
理健康教育是额外的工作，是负担，甚至会冲
击和影响教学。“升学率是硬任务，而心理健康
教育是软任务，这是多数教育者的看法。”朱诚
身委员说，教育工作者没有意识到心理健康教
育对从根本上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学
生素质、提高升学率有重要作用。

看法：家长在学生心理教育中作用很大
每当说到学生的心理问题，很多人就自

然想到应该由老师负责。实际上，家长在孩
子的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尤其重要。朱诚
身委员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生身上无不留下家庭
教育的痕迹。

“实际上，学生身上的很多问题是在家庭中
养成的，或者说是由家长造成的。”朱诚身委员
说，在现实生活中，个别家长不断成为学校教育
的绊脚石而不是同盟军。不科学、不恰当的家
庭教育实际起到学校教育的反作用。因此，心
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做好家长经常
性的联系、教育和指导工作。家长的成长反过
来会有利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

建议：每千名学生配备一名专职心理教师
心理健康教育年年讲，但是年年都有严

重的学生心理问题导致极端事件发生。“这说
明现在的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着很大问题。”省
政协委员张景林在提案中再次呼吁全社会都
要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他建议，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加强对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通过加大投入、配备专
业教师等措施，解决大中学生存在的心理卫

生问题。大中学校按要求尽快配备专职专业
心理教师，力争实现每千名大中学生中配备
一名专职专业心理教师。同时，把加强对学
生心理健康课程列入学校授课计划，每周至
少上一次心理健康课。

“还应该加强对老师的心理学知识培
训。”张景林委员认为，老师的心理健康和心
理学知识过硬，才能保证教育的实施。

对此，朱诚身委员也有同感。“现在提出
有些学生的心理问题是师源性的，就是指由
于教师工作的失当导致学生发生问题。”他
说，调查显示，有五成的教师存在心理障碍，
认为是“工作太累”。其中，37%的教师反映每
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老师的心理有问题，
就难免会教出心理问题的学生。朱诚身委员
建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首先要关注
教师的自我心理保健，帮助他们提高心理健
康水平。

□晚报记者 张勤 实习生 薛意茹

本报讯 昨日下午，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彰优秀提案，听取委员
大会发言。

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副主席王训智、靳绥

东、邓永俭、袁祖亮、王平、李英杰、龚立群、梁
静、张亚忠和秘书长张秉义出席会议。

省委书记卢展工，省委副书记、省长郭庚
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省委常委、省委
秘书长曹维新，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怀廉应
邀到会。

大会由邓永俭主持。
大会首先对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以来收到的

《关于促进返乡农民工转移就业的建议》等27件
优秀提案进行了表彰，并为优秀提案获奖者颁奖。

随后，12位委员分别代表省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及个人作了发言，其余发言书面提交大会。

在这次河南省十一届人大三次
会议上，学生人身安全和“4050”人员
工作问题引起了人大代表的关注，不
少代表在递交给大会的议案和建议
中建言献策。 晚报记者 李萌

通过立法保护学生人身安全
人大代表：王晏

近年来，学生人身伤害事故时有发
生，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学校、教师通
过法律程序解决事故的责任认定、经济赔
偿等。但由于我国尚没有一部关于学生
人身伤害事故处理的专门法律，给问题的
解决带来许多困难，一些问题无法可依，
因此有必要制定《河南省学生人身伤害事
故处理条例》，以保障学生、家长、学校、教
师的合法权益。

省人大代表王晏表示，目前上海、北
京等多个省市都制定了《学生伤害事故处
理条例》，省内的郑州、洛阳也以地方法规
的形式出台了相关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
条例。去年，省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制定
《河南省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列
入立法调研项目，希望尽快将其列入立法
计划。

政府帮忙给“4050”找工作
人大代表：李玉坤等11人

“4050”人员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宝贵
人力资源，阅历丰富，经验丰富，大部分
人员都有一技之长，但不少部门、企业在
招工时存在年龄偏见和歧视，将“4050”
人员拒之门外，随着我国正逐步步入老
龄化社会，如何发挥数量巨大的“4050”
人员的作用应该提到议事日程。

代表们建议出台促进“4050”人员再
就业的条例，从法律、法规、政策导向等方
面推动，援助“4050”人员的再就业。

环渤海区域经济圈应该有河
南的位置

21 世纪的总体趋势是：世界经济的重心
逐渐“东移”，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心逐渐“北
上”。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员会作《河南参与环
渤海区域合作的思考与建议》的大会发言时
说，环渤海地区将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并将带动整个北方地
区的经济起飞。“河南不能错失这个历史的发
展机遇。”省政协委员董撵群在代表九三学社
河南省委员会发言时说。

经济发展区域化、区域整合和合作已经成
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河南要想在竞争
中立足和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区域合
作。”董撵群说，目前，河南正积极参与中部崛
起，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正因为我们往往
过分认同“中部”，或以中原为中心，忽略了和

外部区域合作的大胆探索。
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员会建议，在国家、区

域和本省三个层面，我省应该积极参与编制
《环渤海区域发展规划》和《河南参与环渤海区
域合作规划》，对河南参与环渤海区域合作与
发展进行科学论证、规划和引导，努力使环渤
海地区形成以北京、天津为“两核”，融合黄河、
海河“两河”流域，优势互补、产业协同、利益共
享的北方区域经济统一体。“参与到环渤海经
济圈的建设和发展中，将对河南的经济、社会
发展产生很大的利好作用。”

治理闲置土地，应该打击“囤
而不建”的投机行为

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增
大而土地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闲置的土地没
有被利用，如何治理闲置土地成了省政协委员

关注的问题。在昨日的大会发言中，省政协委

员薛建军建议，政府应该控制土地出让面积规

模，将大地块拆分成小地块，缩短开发建设周

期，加快住房的有效供应，同时压缩开发商获

取土地增值的空间。

据调查，目前城市中的闲置土地，一部分

是由于城市建设规划的调整而导致项目不能按

时开工所产生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投资商“囤

而不建”。“对于不少开发商来说，囤而不建、坐

等地价上涨是一种开发策略。”薛建军说。

薛建军认为，配置好土地资源、把闲置的

土地合理利用起来，进一步缓解土地紧张的矛

盾，是各级政府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应

该加强项目预审，严格用地审批。”薛建军说，同

时还要对土地使用过程全程监管，如果开发商

买地满两年没有开发建设，政府应依法收回土

地使用权，以解决保障性住房用地不足问题。

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环渤海经济圈应有河南位置

委
员
发
言

提案点击

议案点击 学生70%心理问题源自家长期望太高
初二男生得了“目不斜视”恐惧症 省政协委员：治疗不及时，会成大问题

因为一次用眼角余光看到了女同学的大腿，初中男生恐惧得从此“目不斜视”；小
学五年级女生不愿意去学校，是因为班上有男同学喜欢她……心理专家认为，这都是
由于学生在青春期遇到了一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疏导和指引而产生的心理问题。
两会期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引起了不少省政协委员的关注，委员们认为除了学校的
努力外，家长也是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力量。 晚报记者 张勤 实习生 薛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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