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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社三位一体，“向心使力”——

守护留守女童的微笑守护留守女童的微笑
2016 年，民政部首次发布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全国共排查出农

村留守儿童902万人。

2018 年，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年 8 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

697 万人，与 2016 年相比，下降了 22.7%。四川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最大，为 76.5

万。

留守儿童数量减少，反映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家庭教育观念的进步，也为

进一步改善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提供了可能性。近期，四川省家庭教育研究会

发布《四川省构建留守女童社会保护网络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课题组

依托高校研究团队，于2019年先后走访13个市（区、县），向3500余名11-15岁之间

的留守女童、学生家长发放了调查表，从基本信息、生存安全、教育情况、性健康

意识、心理健康、社会保护六个方面调查展开了调查。

“大部分留守女童有一个相对幸福的

童年。”“80后”李清（化名）认为，只要保障

留守儿童的安全，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父

母及亲友的关爱，留守女童就能有很好的

发展。她是一个“长大了的留守儿童”，高

中前跟爷爷奶奶在广安市广安区的乡村

长大，身边许多同龄人父母都外出务工，

他们衣食不愁、父母及爷爷奶奶的关爱也

并不少，高中时班上绝大多数同学考上了

大学，如今都有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李

清研究生毕业后，如愿在绵阳市人民医院

当上了医生，今年还靠自己的积蓄贷款买

了房。

李清的感受得到了数据的佐证。《报

告》显示，政府关爱保护留守儿童、困难儿

童工作成效明显。尤其是留守女童学习、

生活等方面的需求都得到了较好的保

障。《报告》梳理了保护留守女童的四川经

验：积极开展试点，探索路径和方法；大量

建设儿童之家；建立绿色通道，快速反应，

方便留守女童维权；广纳爱心志愿者为留

守儿童送去温暖；建立家长学校，实现家

校联合，共同营造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良

好环境。……

2020年 9月，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与四川省妇女联合会主办，四川省家庭教

育研究会承办的“春蕾计划”青春期教育项

目落地四川，该项目向四川各市州的女童

及家长提供青春期教育书籍、课程等资源，

推动家、校、社建成保护女童的联动机制。

“社会要建立留守女童的保护关爱机

制，特别是各部门协同要‘向心使力’。”赵

珂说，政府部门之间、部门与社会组织之

间、社会组织之间联动协同工作，定期交

流分享信息，让每一项工作都有明确的部

门去履行职责，使关爱保护工作全覆盖。

此次调研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将数据反馈

给相关部门，推动建立更加紧密的保护留

守女童关爱机制。

2020 年 10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

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在

官网上征集公众意见。

无论是政府部门、群团组织，还是个

人，都在为守护留守女童奔忙。罗莉把

“春霞阿姨”的工作当作职业；杨雪梅在会

议上动情地表示“要把后半生投入到女童

保护中”；赵珂继续奔走在调研的路上，为

反家暴收集数据；侯元英担心杨灿心灵已

受伤害，和杨灿家人商量好，于2020年10
月将孩子接到自己家照看至今。

“一个女孩被坏人性侵了，是女孩的

错，还是坏人的错？”

“都有错！她不该去那个偏僻的地

方。”

“女孩被坏人性侵了，以后还会不会

获得幸福？”

“不会。你看林奕含都长大了、当作

家了，还是轻生了。”

这是宜宾市叙州区一堂性教育课上

的师生问答。开课的是叙州区春霞关爱

儿童志愿者协会志愿者罗莉，课堂里坐着

来自叙州区各社区从五六岁到十几岁的

小朋友。他们的回答反映出女童普遍存

在的观念：受害者有罪。而这往往就是他

们在遇到真正的侵害时不敢反抗、不敢求

救的原因。

《报告》显示，性教育的缺失是留守女

童性健康意识薄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近

一半留守女童不能分辨什么是性侵或猥

亵，以至于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当被问

到“如果有人触碰下列哪些身体部位属于

性侵”，参与调查的女童选择“全身都是”

和“不清楚”的占比分别为 40%和 5%。遇

到性侵有 26%的儿童会选择不反抗。超

过 30%的女童表示父母并未时常提醒自

己自我防范和警惕与异性发生亲密行为，

7.5%的女童表示从来没有接受过性安全

教育和相关法律教育。

“性教育需要专业性，或许台下就坐

着受过侵害的女童。”罗莉说，如果老师不

能有效引导，明确被性侵的孩子也能获得

幸福，或许某个受侵害的女孩回去就是一

场“心理危机”。

除了性侵，威胁留守女童人身安全的

还有同辈欺凌和家庭暴力。《报告》显示，只

有 39%的女童表示从未被父母打骂过，而

其余的60%左右儿童有被打骂现象，5%的

女童经常受到父母的打骂，并且有近 30%
的女童曾因父母打骂受过不同程度的伤。

留守儿童的父母经常不在家，怎么还

会被家暴？宜宾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宜宾市妇联处理了好几个儿童因家暴安全

受威胁的求助。宜宾市翠屏区一位五年级

学生杨灿（化名）父母离异，父亲再婚和继

母生了一个弟弟，据邻居介绍，杨灿与在广

州务工的父亲生活时，没带好弟弟就要挨

打。去年，杨灿随爷爷返回老家，爷爷长期

酗酒，酒后常常打杨灿。一次打得太厉害，

邻居到村上告发，村妇联主席侯元英带领

村干部到家中批评教育，才有所好转。

小学五年级的女孩，被母亲送上

一辆货车，独自去县城，没想到中途货

车司机试探着摸她的手，被女孩一下

子甩开。

这是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

杨雪梅儿时的经历，等她长大后想起

来，才察觉母亲还是大意了，幸好司机

只是试探而已。她参与了省妇联组织

的《农村留守女童遭受性侵的现状调

研及防范对策研究》，发现如果父母提

高防范意识，或者女童及时识别对方

意图并明确表示拒绝，很多性侵事件

是能够避免的。

“除了知识的传递，还要给孩子说

‘不’的勇气。”罗莉在志愿者工作中得

出这样的经验。她所在的春霞关爱儿

童志愿者协会是宜宾市妇联培育的公

益组织，共有 52 名志愿者，被亲切地

称为“春霞阿姨”。

她们不仅给学校培育性教育种子

教师，每个“春霞阿姨”还结对3—5名

留守女童，除了在生活、学业和情感上

关怀，还从游戏、舞蹈、礼仪、生活习惯

等的聊天中，引入性安全教育知识，帮

助她们增强防范意识，提升防范能力。

“很多事情的叠加，才敢说一个

‘不’字。”罗莉说，有了性保护知识，还

需要跟父母或者像“春霞阿姨”一样的

重要他人建立稳定的情感链接。坏人

很聪明，跟一个体力和脑力都高于自

己的人“斗智斗勇”，对于儿童来说需

要勇气。

《四川省构建留守女童社会保护

网络调研报告》课题组由四川省妇联

法律顾问处副处长、四川省家庭教育

研究会会长赵珂，西南财经大学博士

生导师章群教授，西南科技大学硕士

生导师蒋志强教授及律师志愿者组

成。

赵珂介绍，历时几个月的调研对

课题组成员触动很大，在与留守女童

座谈过程中，大家发现留守女童多表

现出胆小、内向、怕生。留守女童虽然

理解父母外出打工是为了家，但还是

十分渴望父母能在家里陪着自己的矛

盾心理让人尤为动容。

《报告》显示，所调查的大部分地

区性侵或猥亵女童的立案数量都在上

升，反映的共同特点有：受害者低龄

化；作案人高龄化；手段相对简单，以

引诱为主；熟人作案占比较大。

一个星期天下午，本该是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学生返校

的日子。三名初一女生没有

到校，此事立马引起了校长郭

光恒的重视，班主任联系几位

家长却被告知学生已正常离

家，郭光恒和老师们在学校附

近搜寻，直到晚上八点，终于

找到了已被大雨淋湿的三个

女孩。询问得知，三个女孩觉

得父母不爱她们，所以离家出

走。

“危险就在不经意间。”

《报告》发布当天，郭光恒分享

了这个案例，他认为，保护女

童，家庭是根据地、社会是大

环境、而学校是主阵地。学校

首先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要

从“三防四重”（防欺凌、防网

游、防不正当交往；重点时段、

重点区域、重要阶段、重要对

象）开展保护工作。学校有一

整套心理课程护航学生成长，

留守女童有需要也能找心理

老师和班主任求助。

四川不少学校也通过建

好线上家长群，给家长分享孩

子的学习生活，加强家校沟通

等方式为留守家庭搭建亲子

沟通的桥梁。

“中小学的重点是坚决制

止校园欺凌，大学则是预防

‘扳机事件’。”杨雪梅说。四

川师范大学每年都会对新生

进行普查，对抑郁、焦虑指数

高的学生进行情况梳理、个人

访谈，了解最近是否有亲人去

世、人际矛盾等可能心理创伤

的“扳机事件”的发生。

“每个女童都有权利获得

美好的生命状态。”杨雪梅认

为，保护的同时，学校在教育

各环节考虑留守儿童的特殊

情况，建立能覆盖留守儿童特

殊需要的关爱机制，激发留守

女童自身的优势资源，比如更

加自立、自强、顽强、坚韧，从

生命教育和生涯规划上给予

支持，能够帮助她们成长为未

来的社会栋梁。

■ 记者 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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