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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普通的基层学校老师到成为心理咨
询师需要多久？ 对于张永华来说，这条路，她坚
持走了 16 年。她用多年如一日的坚守和奉献，在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域绽放着独特的
光芒。

出生于 1984 年的张永华， 毕业以后一直在
教育行业做着教书育人的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
她待在乡村学校，除了要带好学科课程以外，还
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 “我刚参加工作时在香山
中学教书，那是一所偏远的农村学校，留守儿童
占比特别大，部分学生的家庭情况复杂多元，加
上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感觉他们内心是把自己封
闭起来的，你无从得知他们在想什么，还有一些
学生明显抱着自暴自弃的心态对待学习和生活，
那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引导教育
他们， 这一度让我很困惑迷茫， 甚至有些挫败
感。 ”提及自己当初和学生接触的点滴，张永华
不免感慨道。 抱着了解学生内心世界， 做学生
“知心人”的想法，张永华开始慢慢接触心理学。

作为一门严谨细致的实验科学，心理学涉及
大量的理论研究，每天上完课后，张永华就借助
有限的资料， 开始对未成年人心理学的初步涉
猎。“学习心理学后，才意识到各种负面情绪和消
沉的生命力状态， 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过
程。 于是我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教学
方法和班级管理模式， 很快就成为学生心中的
‘知心姐姐’，而随着钻研的深入，越来越发现心
理学真的是一门很有趣、实用性很强的学科。 ”
因为尝到了心理学带来的“甜头”，张永华对心理
学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学习兴趣。

时光匆匆来到了 2008 年， 汶川大地震发生
后， 国家派驻大量的心理咨询师加入应急救援
中，张永华也在此期间成为一名“网络心理救援
志愿者”，首次感受到心理学对提升老百姓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意义。 也是这一年，张永华
下定决心要进一步系统学习心理学相关课程，但
在安康，心理学还是显得尤为冷门，少有人问津。
这就导致张永华在学习过程中很难找到深入交
流探讨的渠道，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在“摸着石
头过河。 ”不甘心就此放弃的她开始花费大量的
时间、精力和财力，通过各种渠道，辗转于全国各
地系统学习心理学课程。

“那时候不论同事还是朋友， 都少有人支持
我学习这些，他们就觉得这有什么用？ 付出那么
大代价，是为了什么？ ”在学习心理学的道路上，
张永华面临着来自周围人的质疑和心理学领域
的冷门现状。 但她没有轻言放弃，而是通过各种
渠道，寻找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她的坚持不仅为
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为那些身处迷茫困
惑中的孩子找到了心灵的出口，成为一名“育心
人”。

16 年来， 张永华一直在未成年人心理研究

的领域不断深耕，自己也从农村学校到安康中学
就职，目前是安康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的
专职心理咨询师。 在这期间，她牵头成立了汉滨
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参与了安康市心理健康发
展指导中心的建立，为无数处于青春迷茫期的莘
莘学子送去了暖在心间的关怀。

2019 年， 在汉滨区政协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下，张永华委员工作室授牌建立，此后她充分发
挥专业特长，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配合各
级各部门开展社会维稳、危机干预、文明创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工作，配合公安、司法、民
政、妇联、综治、信访等部门，处理过多起有暴力、
自杀、 反社会人格倾向的社会危机干预工作，参
与多起现场危机处理和危机善后处理事项，她的
专业性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在张永华看来，心理咨询在我国真正取得大
众的认可还是在新冠疫情发生后这几年，因为各
类心理问题的频发，国家再次启动“心理危机干
预”应急救援通道，相关文件也陆续出台。 老百
姓对心理学和心理咨询有了更加完善的认知，而
在此之前，很少有人会把一个人的心理症结归属
到生病的范畴，市场也缺乏有效的指导来缓解人
心理上的问题。

回到张永华的故事中来，因为专业的共情能
力和沟通能力，多年来，有无数个出现“心病”的
来访者，在她科学有效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的
帮助下，走出了心理上的阴霾，重建郎朗晴空的
世界。

在工作过程中，张永华总是秉承“用爱心为
陷入困境的孩子们撑起一把保护伞”的信念与原
则，具体到一个人、一个家，张永华曾接触到的一
些极端案例更显其工作价值和社会意义。 “十几
岁的孩子，因为内在的种种原因，丧失了对生活
的信念和对未来的希望，一心只想着要结束自己
的生命。 父母愁白了头发，所有的期望都变成了
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地活着就好。 ”接到求助信息
的张永华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想方设法解开
孩子的心结，挽救了一个又一个如花的生命。 也
因如此，她被孩子们亲切地唤作“张妈妈”。“张老
师，你要是我妈妈就好了，我多想叫你一声妈妈
呀。 ”“张老师，真的非常感谢你，要是没有你，我
可能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类似这样的话语，
时常在张永华的耳畔响起。

事实上，无论是现实的迫切需要，还是政策
的倾斜发力，心理学都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公共的
视野，其中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关注尤甚。 2012
年 12 月，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
导纲要》，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目标、任务、主要内容、途径和方法及组
织实施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2017 年 9 月，陕西省
教育厅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创建
工作，张永华所负责的汉滨区民主九年制学校于

2018 年 12 月被命名为首批“陕西省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2021 年 7 月，教育部办公
厅下发 《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
知》，2023 年 4 月，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
行动计划（2023—2025 年）》。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也于 2022 年 5 月印发 《安康市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行动方案》 的通知，一
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和下发，意味着张永华当初
选择那条“少有人走的路”的正确性，也意味着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正在朝着系统化、专业
化、长效化的方向发展。

在心理健康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的今天，
对于张永华来说， 学习并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多
年，她见到了在不同环境下生活的青少年所面临
的心理问题，这些各自迥异的心理问题，极大程
度上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良好人格的发
展，有的心理问题甚至是蛰伏多年后才会浮现出
来。而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互联网的负面影响、
病耻感、习得性无助的问题、家长的参与配合、工
作保密性原则的遵守、长期性与家庭系统的改变
等原因， 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咨询显得任重而道
远。 在心理健康服务的闭环上，及时地进行心理
问题预防、发现、评估、干预、转介和治疗十分必
要，这需要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组织多方共同

努力，不断地优化和完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和服务的方法。

以烛火之微温暖他人， 以燎原之焰照亮世
界。 张永华一直主动参与并推动青少年儿童心
理咨询在安康的落地开展。近些年，她先后策划、
组织各类公益讲座 230 余场次， 受益人数 39 万
余人次；开展各类送教活动 80 余次，负责教师业
务培训 30 余场次，受益人数 15000 余人次；接待
未成年人面询辅导 538 例， 网络咨询 271 例，热
线访谈 697 例；集中授课 350 节，开展心理健康
测评 9 万余人次。 一个个醒目的数字，关联着心
理问题引发的现实需求，也充分体现出张永华的
大爱与担当。

回望过去，张永华很感激当初的自己所选择
的这一条道路。 因为对心理学的热爱和不断研
究，她更加理解个体差异在现实处境下的不同需
求，更加明确自己这份职业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价
值，那些走近她时还曾皱着的眉头，最终在爱与
术的滋养下，绽开了灿烂的笑颜，这也是她在工
作中所获得的最大成就感。

展望未来，张永华计划继续在心理学领域深
入研究，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为更多的人
带去希望和光明，做“育心人”，行有为事，以心之
力帮助更多人“心海扬帆”。

“四季茶飘香，年年歌不断，女娲故里风光好，茶歌飞上白
云天……”四月的平利，茶山苍翠，茶歌飞扬，茶香四溢。 在平
利县城关镇龙头村，陕南民歌情景剧《茶乡情韵》实景演出倾
情开唱，整场演出融合了当地民歌、采茶、制茶等民俗场景，百
名茶农以茶园为“舞台”，“这边唱来那边和”的热闹氛围让观
众 沉 浸 式 体 验 茶 乡 风 情 ， 在 观 赏 体 验 中 流 连 忘 返 。

茶园中的舞台上， 演员孙义权穿着独具茶乡特色的演出
服正在和游客互动。人在画中唱，歌从景中来。几年来，这样的
演出他已经参加了 60 多场。 今年 32 岁的孙义权是平利县文
化馆助理馆员,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文化志愿者，他积极投身
文化和旅游青年志愿服务，用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演出，让游客
近 距 离 感 受 平 利 的 人 文 底 蕴 和 文 化 魅 力 。

儿时的孙义权就对唱歌非常感兴趣, 那个小伙爱唱歌，是
邻居、 老师和同学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每当学校有节目要表
演，家里没有舞台，他就把家门口当成自己的舞台，一台老式

磁带机就是演出设备，父母就是“舞台”下热情的观众，给他捧
场、帮他练胆量，正是父母充满爱的鼓励，让他越发爱上了唱
歌并坚持多年。 于是，从登上小学“六一”儿童节的舞台开始，
他一路欢歌，在初中、高中的文化艺术节，大学的合唱团、歌手
大 赛 舞 台 ， 都 有 他 高 歌 的 身 影 。

为了追随自己的梦想，孙义权如愿以偿进入西安文理学院
音乐表演专业学习，在进入到大学时，他就决定要在音乐表演
方面好好深造。 大一时，他参加校园歌手大赛并取得第二名的
好成绩，同时也进入到学校合唱团，这给他的音乐梦想带来了
助力。 他潜心于声乐学习，闲暇之余，还要兼顾合唱团排练、演
出 ， 这 也 为 他 将 来 的 声 乐 之 路 打 下 了 良 好 的 基 础 。

正是多年一直坚持自己的爱好，让他最终实现了把爱好变
成事业的梦想。 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来到了平利县文化馆工
作，投身基层群众文化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热血。 初来文化
馆，他就被前辈们在舞台上精湛的业务能力所折服。 作为一个
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干部，他明白苦练自己的“内功”刻不容
缓，他一边向前辈虚心请教，一边自己加班练习。 起初，他上台
还有点怯场，随着文化馆前辈老师的耐心教导培养和不断参加
各种培训“充电”，跳舞、唱歌、主持、三句半、快板……经过埋头
苦练，他学会的表演形式越来越多样。 “理论+文艺”宣讲、“戏
曲进乡村”“三下乡”、文艺晚会、节目会演……大大小小活动
上都有他的身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他已成为平利文艺
的中坚力量。

“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从事喜爱的文艺事业，也特别珍惜
每一次演出机会。 ”孙义权总觉得，舞台不论大小，既然站到了
台上，就应该全力以赴。 每逢节假日，就是孙义权最忙碌的时
候。 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孙义
权和其他文艺志愿者一道，把文旅“套餐”搬到平利的各个景
区，成为文旅展演活动中的“主力军”。 他们带来丰富多彩的文
旅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也能让游客近距
离感受到文艺表演的魅力，既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又有效
打通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在送戏下
乡活动中，他和同事冒着寒冷天气，组织各位文艺志愿者走进
乡村，送戏上门，为广大群众送“大戏”。 他们来到镇村的文化
广场，放下设备就演，穿上行头就唱，真正和群众实现面对面，
为广大群体送去了精彩的文化大餐。 截至目前，他已参加文化
志愿服务活动 200 余场。

到平利县文化馆工作的 6 年间，孙义权从一名年轻的文艺
干部成长为多面手，先后荣获第二届陕南民歌大赛十佳歌手、
安康市 2021 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先进个人、 平利
县 2022 年度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获得第
十届陕西省群文系统业务干部技能（微课堂）大赛优秀奖、第五
届全国文化馆理论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征文活动优秀奖、2023
年全省群众文化论文征集工作创新实践案例二等奖和第二届
安康市“全民 k 歌”（陕南民歌）三等奖。

陕西素来有碳水之都的称号， 黄土地上盛
产小麦， 一代代勤劳的陕西人探索出了不少制
作面食的精巧手艺。 在安康老城街道大北街 38
号有一位梁大哥， 在自己家门口制作和售卖手
工芝麻花卷已经 24 个年头了。

“老板，拿十个花卷。 ”“卖完了，没得了。 ”
说起梁家芝麻花卷， 熟悉的人第一反应都

是，去晚了买不到。 每天早上八点左右，梁大哥
的芝麻花卷就早已售空，如果没有提前预订，来
得再早估计都得白跑一趟。

梁家芝麻花卷之所以如此紧俏， 是梁大哥
24 年来日复一日的坚持， 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
床准备，熬菜籽油、炒芝麻、和调味料，准备就绪
后将前一天提前醒发好的面团揉搓成剂子，再
逐一擀开，涂抹上当天新鲜制作的调味料，用一
根筷子做支撑，面团在筷子上飞快一舞，一个胖
嘟嘟惹人爱的芝麻花卷就初具雏形。 在案板上
二次醒发一阵，就上笼蒸，不一会就能闻到麦香

中混合着芝麻香气的味道。
一开始是做来自己吃，有人觉得好吃便提出

想要购买， 这一来二去就促成了梁家芝麻花卷
店。一直以来都是梁大哥自己亲自制作。“一个人
做惯了。每天做 200 多个，卖完了也就不做了，多
了也做不出来”。这是梁大哥的生意经，也是他自
己的节奏。

从最早四毛钱一个到现在两元钱一个，小小
的花卷也见证着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升。 很多一直购买的老主顾，看着忙碌的梁大
哥也不禁感慨。“我们孩子都有自己的娃了，一直
吃你的花卷，不知不觉都过去这么久了。 ”

梁大哥的花卷陪着一代人长大，也陪着一代
人变老，不变的是他的花卷依然那么让食客魂牵
梦萦，每天一大早就售卖一空。 如果你只是听说
过，还没品尝过，那真是遗憾，欢迎你到老城大北
街来品尝一下这市井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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