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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妇联关于深圳市福田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
第2023116号提案答复的函

尊敬的某某委员:

您提出的“构建‘家事医院’资源体系”建议已收悉,区妇

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区教育局、团区委研究落实,通过走访

调研,听取街道、社区家庭教育工作者以及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优

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家事纠纷调解等工作,把建议的办理过程

作为提升我区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水平的重要抓手。现结合工作

情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打造家庭教育‘首善模式’”方面

一是从各街道选拔一批家庭教育妇联专干、教师、未成年人

保护社工、家庭教育学者等,组建福田区家庭教育“领头雁”队

伍,并举办“领头雁”家庭教育辅导师培训班,该培训包括理论知

识培训和实操训练,涵盖了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庭关系相关理论、

心理行为评估等。

二是拓展市级舒心驿站示范点的家庭教育指导功能,成立由

专业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团队,为家庭教育缺失未成年人提供家庭

关系、心理健康咨询和个案服务。

三是进一步加大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力度,致力于建立健全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网络。今年,区妇联在 10 个街道、92 个社区



组建了由“五老”、教师、心理咨询师等组成的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志愿队,依托社区妇女儿童之家、家长学校、党员市集等阵地,

为家长送上家门口的公益服务,促进家庭教育科学理念的普及和

焦点问题的解决,为福田区的家庭教育工作添砖加瓦。

四是重点探索校家社协同育人的基层实践,联合区教育局、

莲花街道合力打造深圳市首批校家社协同育人示范单位,在莲花

街道建立全区首个街道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在景华、康欣、

梅富、景田、狮岭等 5 个重点社区成立校家社协同育人工作委

员会,实现家校社三方信息互通。

二、关于“构建‘家事医院’整体资源体系”方面

(一)优化升级妇女儿童智慧维权系统

为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力度,提升妇女儿童维权工作智能

化、数字化、信息化和专业化水平,区妇联于 2021 年建设福田

区家事情感纠纷智慧调处系统。2022 年,按照市委建设“数字政

府”总体规划和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深圳建设工作部署,区妇联

结合福田区实际,依托区“民意速办”平台,将原有事情感纠纷智

慧调处系统升级为福田区妇女儿童智慧维权系统。区分拨中心按

照部门职能分拨个案,各相关部门接到分拨案件后,按职责分工

办理。对依法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理的事项、环节,可在系统发起

联动转办至相关部门处置,明确主协办责任,提升联调联动工作

效率。

(二)建立家庭教育联动指导服务机制

聚集涉案未成年人等重点群体的家庭教育工作,区妇联已联

合检察院、法院等相关部门,统筹资源,形成合力,在全市率先建

立家庭教育“督促监护令”工作机制,首创“三书一令”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体系,并引入专业社会力量,连续两年开展“福田区涉



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项目”为家长赋能。经过专业家庭

教育指导,亲子关系普遍得到改善,监护人监护意识与能力普遍

得以提升,家庭教育行为更加科学化。

在社区矫正、未保中心、婚姻登记处等领域先行先试,设立

多个特色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目前

已联合区司法局在区社区矫正中心设立福田区女性社区矫正对

象关爱驿站、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开展社区矫正联动工作。

(三)发挥福田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用

福田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 2016 年正式揭牌

成立(以下简称“婚调委”),配备律师、人民调解员、心理咨询

师、婚姻家庭咨询师等专业人员。近年来,在婚调工作领导小组

带领下,婚调委与舒心驿站、反家庭暴力示范点等共同构筑起妇

女儿童专业化维权阵地,参照医院治病救人的模式,提出“家事医

院”概念,全力构建福田婚调前端预防、中端调处、末端联动“三

段式”婚调模式,根据个案的不同性质,施之以“门诊”“住院”“急

诊”“特诊”“专家会诊”等措施,并针对性组建“驻点专职婚调

员+机动婚调员+轮值维权站调解员+维权专家库”的多层次婚调

和维权队伍,为大小维权案件配置处置力量,形成全方位的立体

调解体系。

三、关于“对青少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责任担当教育、抗

压受挫教育”

(一)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注重突出和结合“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开展“少年

儿童心向党”、“传承红色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活动,依托 92 个社区妇女儿童之家和社

区家长学校开展“亲亲知我心”社区家庭教育提升项目,开展儿



童社会适应力实践活动,增强对中小学生理想教育、责任教育和

抗压教育,推动解决儿童过度依赖手机、运动不足、父母成长缺

席、心理健康等问题。

（二）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一是将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融合。构建家庭教育社

会支持网络,区妇联积极与区教育局进行协同和联动,邀请教育

系统的家庭教育、心理教育名师等,围绕亲子沟通、学习障碍、

心理健康、情绪管理等问题,打造福田区家庭智慧学堂品牌,已推

出精品课程 44 讲,吸引了 100 万人次参与学习。成立区青少年

心理发展中心,组织全区优秀心理教师为福田区心理困境家庭或

家庭教育中存在困惑的家长提供个别辅导和心理支持,有针对性

地开展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

二是开展“福至青心”2.0 行动。推动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

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模式,广泛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课程+团辅+

讲座+义诊”。升级优化福田区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服务平台,在

现有 2 条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热线、每周 20 名线下公益咨询名

额的基础上对公益服务平台进行升级优化,全年提供不少于

1000 人次“线上+线下”公益咨询服务。

三是创新青少年心理课程和活动。依托学校四点半课堂、街

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红领巾校外实践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

阵地等平台,创新载体,以当代青少年心理需求为导向,对青少年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责任担当教育、抗压受挫教育等课程活动,

帮助青少年树立崇高远大的理想,勇于担当,乐于奉献。四是加强

学校心理理论建设。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心理特点,围绕理想

信念教育、责任担当教育、抗压受挫教育等主题,打造不少于 10

个精品微团课、微队课,以正确的理论武装青少年,帮忙青少年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将心理健康内容纳入

团课、队课和团校的教学内容中,将精品微团课和微队课在全区

各校心理教学中进行宣讲,筑牢我区学生心理健康防线。

五是强化青少年心理健康线上科普宣传。邀请心理学专家、

讲师、心理咨询师等针对青少年常见的抗压受挫等心理健康问题,

录制科普教育视频 50 条,通过“福至青心”、“青春福田”等相

关公众号、视频号,各街道、各学校、各青少年平台阵地、各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等进行宣传推广,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心理健

康知识的宣传,提高其抗压受挫能力,多措并举筑牢青少年心理

健康防线。

二、下一步计划

接下来,区妇联将加强部门沟通联动,探索构建“家事医院”

资源体系,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培训,提升基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能力和水平,统筹各类家事调解、家庭关系指导、家庭危机干预

力量,妥善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构建幸福婚姻、和谐家庭。团区委、

区教育局等部门将进一步挖掘整合辖区内资源,在 CBD 青年学

院、青年之家、红领巾校外实践基地、学校等阵地开展“四点半

公益课堂”项目,引导青少年更广泛的接触社会,投入体育运动,

参与社交,有力缓解青少年的学业和生活压力,养成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热爱生活,勇于担当。

福田区妇女联合会

2022 年 8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