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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的小溪，是一名留守儿
童。他的画本上，画着头戴斗笠、

面带微笑的自己和 3头小牛。坐
在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这个

村子的儿童主任板小莲。

“我是村里 1000个孩子的儿
童主任。”板小莲今年 47岁，担
任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陇川县景罕村儿童主任 13年
多，跟村里的孩子们建立了深厚

感情。除了常常举办亲子活动，

村里所有 0到 18岁孩子的信息
分类、权益保障、补助申请等事

务都归她管，服务的儿童最多时

超过千人。像她这样的儿童主

任，陇川县共有 77人，覆盖全县
所有村委会及社区。

儿童主任从哪儿来
本地选拔+高校培训

德宏州地处偏远，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不高，不少儿童及其家

庭面临困难时，不了解如何向党

和政府、向社会寻求帮助。

2010 年 5 月，民政部、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等联合启动“中国

儿童福利示范项目”，以多地 12
个县 120个村为试点，每个村设
置一名专职人员，负责将有关儿

童保护的福利政策联通到有需

要的人，这些人就是后来的儿童

主任。

陇川县在第一批试点名单

中，最初划定了 10个儿童主任
模式先行示范村。“每个村配备 1
名儿童主任，服务村中所有 0到
18岁的少年儿童。”陇川县民政
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股股长

张发勇介绍，“我们通过考试从

本村村民中选拔了 10名儿童主
任，均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

“最开始，我并不了解具体

情况，只知道是和儿童相关的工

作。”板小莲坦言，当年，她除了

务农外，还是村里小学的代课老

师，村委会干部看中了她和孩子

沟通交流的能力，向县民政局推

荐了她。

“结合各地实际，我们主要

从当地村民中选拔，几乎都没有

相关经验，要从头开始培训。”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

长助理谷雯燕说，研究院专门为

儿童主任项目提供人才培训等

支持。

如何从零开始培养一名儿

童主任？在景罕村儿童之家，记

者翻看板小莲 10多年来的学习
笔记，里面除了有关儿童的基本

理论，还有政策解读、个案研究

等等，字迹工整、条理清晰。“一

年一本笔记本，足足记了 10多
本。”板小莲说。

“为了使村级儿童工作队伍

专业化，从怎么入户登记，到相

关儿童政策的介绍解析，再到心

理辅导、活动带教，我们为儿童

主任提供了一整套培训课程。”

谷雯燕介绍，“我们每年在当地

举办两次线下培训，同时配有线

上课程，儿童主任必须通过考试

才能上岗工作。”

据介绍，儿童主任考试分初

级、中级、高级 3个级别，对应不
同的科目和工作内容，不光是村

级的儿童主任需要考试，县级儿

童工作的负责人同样要参加。

“每次儿童主任培训我都会参

加，也顺利通过了‘高级’儿童主

任考试。”张发勇说。

2019年 4月，在前期 10个
村的基础上，陇川县将全县儿童

督导员和儿童主任纳入政府购

买服务，实现了全县 77个村委
会及社区的儿童主任全覆盖，同

时落实了儿童主任的工作补贴。

经过充分实践探索和经验

总结，2019年，民政部等 10部门
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的意见》，要求村（居）委员会普

遍设立儿童主任，并明确了儿童

主任具体工作职责。截至目前，

全国已配备 66.7万名儿童主任，
基本实现村（社区）全覆盖。

2023年，民政部等 15部门
联合印发《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

动方案》，对各地进一步加强儿

童主任队伍建设，健全日常管理

制度，完善关爱服务内容清单，

加强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

量作出部署安排。

儿童主任工作怎么开展
摸清底数+长期服务

986人———在瑞丽市俄罗村

儿童主任瑞应的笔记本上，清晰

记着这个 2010 年写下的数字。
2010年，她刚当上儿童主任，第
一项工作任务就是挨家挨户采

集儿童信息。两个月时间，瑞应

走遍俄罗村下辖的 13个村民小
组，掌握了村民家里每名儿童的

信息。

受当地发展状况影响，早年

间俄罗村困境儿童比例较高。

“通过入户采集信息，我把每个

儿童的信息整理成册，分析家庭

情况，标注出需要帮助的儿童，

每月上报至民政局，申请相应的

救助和补贴。”瑞应说。

宋丽娟是瑞丽市民政局儿

童工作督导员，长期从事儿童福

利保障工作。她介绍，为保障儿

童主任模式顺利运行，村一级需

及时发现需要帮助的儿童，随后

通过州县（市）乡镇多级联动机

制，由市民政局协调相关的保障

落实。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涉及

多个部门的事项，市级层面有联

席会议制度，由分管儿童工作的

副市长专门召开会议协商解决，

确保每一名儿童都得到应有的

权益和保障。”宋丽娟说，自上而

下的工作机制确保了儿童主任

制度的顺畅运行。

了解信息只是第一步，儿童

主任还要进行长期跟踪服务。瑞

应有几本特殊的档案文件，上面

是所有需要重点关注的儿童家

庭资料，多年积累下来，这份名

单已有 300余人。
小岩是这份特殊名单中的

一员。多年前，瑞应在一次入户

探访中了解到，小岩父亲患有重

病，只有奶奶带他，生活较为困

难。一次凌晨 3点钟，小岩奶奶
给瑞应打电话，说孩子半夜点着

蜡烛在床边看书，怎么劝都不肯

睡觉。

顾不得夜色浓重，瑞应赶到

小岩家。家里没有桌子，男孩用

书本堆叠成简易书桌看书复习。

“家里条件差，孩子爱学习，总是

生怕哪天就没书读了。”小岩奶

奶道出了实情。

“阿姨跟你保证，一定帮你

申请到补助，你只管好好读书。”

瑞应跟小岩说，“这样看书伤眼

睛，以后还要有好视力去读更多

的书。”

在相关补助申请到位后，瑞

应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小岩家回

访，了解孩子的最新情况，直到

小岩去城里念高中。后来，瑞应

从家访中得知，小岩顺利考上了

警校。

多年下来，瑞应跟踪服务了

300 多名像小岩一样的孩子，有
的因为家庭原因险些辍学，有的

因为自己不想读书很小就踏入

社会。瑞应走家入户帮助申请补

助，甚至到孩子打工的火锅店上

门“劝学”，鼓励他们一定要继续

上学。

“回想这些年，我服务过的

孩子里几乎没一个辍学，还有 40
多人考上了大学。”瑞应说。

儿童主任工作带来了什么
亲子活动+温馨反哺

“除了帮助解决农村孩子生

活上的困难，还要尽可能让他们

的童年丰富多彩。”村里的“儿童

之家”每月一次的亲子活动，是

瑞应的另一项工作内容。

瑞应还记得，2011年第一次
组织亲子活动时，村里有 60多
对家长和孩子报名参加。活动内

容是“两人三足”游戏，对这里大

多数家庭来说是难得的体验。

现场很热闹，百余人在“儿童

之家”外的空地上，大手牵小手，

欢声笑语不断。“家长孩子一起参

与，不仅收获了开心，改善了亲子

关系，也提升了孩子们的交往能

力。”瑞应回忆，“很多家长不太会

表达自己的感情，一位家长在活

动结束后激动地找到我，说自己

很少和儿子一起玩游戏，牵儿子

手时，全身都在发抖。”

有了一次次成功举办活动

的经验，每个月俄罗村的亲子活

动日就成了村里特殊的“赶摆

日”，也就是傣族群众所说的赶

集日。村里的“儿童之家”因此成

了孩子们爱去的地方，8 点半开
门，孩子们 7点多就在门口探头

探脑。

在景罕村，板小莲把培训中

学到的专业知识融入活动中。村

里的残障儿童小亮，很排斥和同

龄人活动。为了鼓励他更好地融

入群体，板小莲邀请他和父母参

加亲子活动，在舒缓的音乐中，

大家放松活动，小亮也渐渐能开

心地与人互动。

还有一次活动，板小莲让所

有孩子用雪花片塑料积木做拼

图。有个叫小俊的智力残疾儿

童，思考问题慢了些，空间想象

力却极为丰富。“小俊用简单的

雪花片拼出了一个立体机器人。

这让我们发现，即便是智力残疾

的孩子，也能找到自己所长。”板

小莲说，在县民政局的协调帮助

下，如今小俊就读于州上的特殊

教育学校。

现在，景罕村的“儿童之家”

亲子活动中，常驻主持人板小莲

还有许多帮手。那些曾接受过她

服务帮助的孩子，有的在外念大

学放假回家，有的大学毕业后考

回了当地工作，他们抽空都会回

到村里，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参

与活动。

2022年考上研究生的小敏，
从 13岁开始就接受板小莲的跟
踪服务。她从生活困难的家庭走

出去，如今学有所成，其间离不

开儿童主任和各级组织的长期

帮助。

“每逢放假，我都会回来帮

板妈妈的忙，看着这些活泼的孩

子们，就想到了当年的自己，希

望我也能成为村里孩子的榜

样。”小敏说。

瑞应有同样的感慨：“令我

开心的是，那些我以前服务过的

孩子们每次回村，都会跟我报告

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把我当成

家人。看着每个孩子茁壮成长，

就是儿童主任这份工作带给我

的最大收获。”

（据《人民日报》）

儿童主任是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的关键一环，也是家庭、学

校之外离孩子最近的人。目前，我国已有66.7万名儿童主任，

基本实现了村（社区）全覆盖。

2010年，云南德宏的陇川县、瑞丽市、盈江县三地入选第

一批儿童主任模式试点，如今已推行儿童主任制度近14年。

近日，记者走进云南德宏，深度观察儿童主任制度为当地带来

的变化。

云南德宏推行儿童主任制度近14年，成为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的关键一环———

“我是村里 1000 个孩子的儿童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