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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元元姐姐”□程华

张耀元，女，80后，中共党员，现任重庆市璧山
区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内保大队教导员。荣立个
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获2023年度“最
美渝警楷模”、2024年度“中国最美基层民警”“全
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张耀元和学生们

一
“树洞”起意

2021 年 9月的一天，晚上 10点左
右，璧山区公安局大兴派出所接到报警：
一小女孩独自在大兴街头游走，请帮帮
她。当日值班组长、副所长张耀元等人
立即出警。

在镇上喧闹地带，一群人围着一个
无助的小女孩：“妹儿，大晚上你怎么一
个人乱跑？”

张耀元轻声问女孩：“妹妹遇到啥困
难了，能告诉姐姐吗？”女孩不语。“那找
个地方，就我俩说好吗？”女孩含泪点头。

在小学一间办公室里，女孩哭着扑
入张耀元怀中。女孩叫楚楚，读小学一
年级。她父母离异，爸爸每天跑外卖，把
她锁在家里，还拿她当出气筒。这天，孤
独的楚楚出去玩，天黑了才发现没带家
里钥匙……

“爸爸老骂我打我，我想妈妈……”
张耀元流着泪一把抱住女孩……

张耀元喊住一回家就要打孩子的楚
楚爸爸。对方也满腹辛酸：离婚后，他送
外卖摔断过腿、中暑晕倒，就为了让女儿
过得好点。“再苦再难都不能拿孩子出
气，你是孩子的亲人和精神支柱，更要为
她树立好的榜样！”在张耀元的劝解、教
育下，爸爸承认了错误，楚楚也保证，以
后不让爸爸担心了。

回所后，张耀元电话联系楚楚学校，
请老师对她重点关注；打电话给外卖公
司一个高管朋友，请他尽可能安排，让楚
楚爸爸多照顾孩子……

次日，张耀元发现，警服的前襟浮起
大片白渍。想起来了，是楚楚的眼泪凝
成的泪渍。哎……她心一痛，眼前又浮
起一张小男孩的脸。那时，张耀元才九
岁。

张耀元1988年出生在河南省南阳
市一县城，爸爸在县公安局下面一个偏
远农村派出所当所长，离家远，忙起来很
少回家，妈妈便趁周末时常带她去所里
看爸爸。

爸爸让小耀元管一个八岁男孩小海
叫弟弟。小海爸爸犯罪入狱，妈妈出走，
他成了流浪儿。爸爸将小海接到所里吃
住，还联系学校让他读书。这件事从此
深烙在张耀元心中。从小在充满爱的家
庭中长大的她，懂爱并珍惜爱，也乐于分
享和输出爱。像眼下，她总在想：楚楚这
事，就这样了吗？有多少“楚楚”急需帮
助？

结合工作中遇见的孩子们出现的各
种问题，张耀元发现，未成年人尚不具备
抵御人生风雨的能力，遇事又往往“不愿
说、不想说、不敢说”，重压之下极易引发
心理问题。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救助孩
子就是挽救家庭，家庭和睦社会才能稳
定。许多矛盾纠纷包括案件发生，皆因
事前疏于发现、未及时排解所致。如何
主动走进孩子们敏感的内心世界，及时
回应需求并给予帮助呢？

“树洞”，可倾诉秘密、宣泄苦恼，又
不担心秘密泄露的地方——网上这个带
有童话色彩的词汇，令张耀元的眼睛一
亮。

二
“树洞”秘密

一棵树冠缀满绿叶的仿真“大树”出
现在大兴中学：孩子们可将心事写在纸
条上，投入树干中间带锁的“树洞”里。

张耀元频频对孩子们宣传：“乖乖
些，请放心写小纸条，钥匙只有元元姐姐
有哦！”作为法治副校长的她，为进一步
与孩子们“套近乎”，她还使上了擅长的
变魔术、做手工等小技能。

得知花儿想念去世的妈妈，张耀元
便照着花儿妈妈的照片，捏了一个泥人
妈妈送给她。惊喜的花儿当即在朋友圈
告诉大家，她的妈妈“回来”了。“树洞”里
的纸条从每周两三封到数十上百封，孩
子们的称呼从“元元警官”变成了“元元
姐姐”。

孩子们除了写纸条放进“树洞”里，还
能通过张耀元的名片保存她的私人手机
号、加微信。张耀元及时对来信分类建
档，对问题分轻重缓急予以解决，力求事
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夜里，哄睡女儿
后，她逐条回复孩子们的信息，遇到紧急
或特殊情况立即处理，比如有个孩子讨厌
室友某某，匿名投信扬言“不换寝室就暴
力解决”。她赶紧联系学校，经多方帮助
找到投信人从而化解了校园危机。“累点
没关系，我是他们的‘元元姐姐’啊。”

初一女孩芊芊的父母离异后，妈妈
再婚生了弟弟，爸爸进城打工去了。孤
独的芊芊为寻求“温暖”，与一群不良少
年厮混。张耀元发现后，立即将线索反
馈给警方有关部门，一举打掉一个瞄准
未成年人的涉黄窝点。在她的助推下，
团委、妇联等力量也从心理治疗、辅导等
多方面加大对芊芊的救助力度。张耀元
耐心开导想辍学的芊芊：“爱妈妈就好好
读书，将来像她一样当护士。妹妹，不要
放弃自己！元元姐姐永远是你的一盏
灯。”芊芊含泪点头。如今芊芊正就读职
高学习护士专业，长成大姑娘的她对未
来充满憧憬。

一位母亲来所里，哭诉女儿洋洋离
家出走好几天了。张耀元拿出手机问
她：“是不是她？我在学校开展‘树洞口
袋’活动认识的。”洋洋妈一看激动万分：

“她这么信任您啊！她出走前把家人所
有联系方式都删除了……”在张耀元劝
导下，洋洋答应回家。

得知洋洋出走又是缘于家庭矛盾，
张耀元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也帮洋洋
解决各种烦恼。慢慢地这个家有了欢声
笑语，洋洋不再离家出走了。洋洋父母
将一面锦旗送到所里，上书“为民办实
事 人民好警察”。

孩子们说：“元元姐姐，我把我的秘密
告诉你。”还有孩子问：“元元姐姐，我可不

可以叫你一声妈妈？”在孩子们眼里，元元
姐姐就是他们小小心里的一道光。

三
“树洞”品牌

2023年4月，随着教育部等十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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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区
公安局以此为契机，与区教委以原“树洞
口袋”为依托，成立“树洞口袋”工作室，
联合区关工委、妇联、共青团等多方力
量，共同构建未成年人“守护者联盟”。
此时，调任区局治安管理支队内保大队
教导员的张耀元，“主阵地”仍在“树洞口
袋”工作室。随着“树洞口袋”覆盖至全
区所有中小学校，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一天，张耀元发现初一女生小欢因
为长得黑而多次被同学合伙欺凌。小欢
成绩一落千丈，人际关系非常紧张。张
耀元递给小欢一张名片：“不要怕，记住
你有元元姐姐。”

又去学校上法治课，张耀元变了个
小魔术：手里一枝花秒变一根小棍子。

“哇！”同学们欢呼。“元元姐姐想通过游
戏告诉大家：面对校园欺凌，我们绝不任
人欺负，要拿起法律武器，勇敢保护自
己！”

下课铃响，张耀元特意招呼小欢：
“来，姐姐找你商量个事。”小欢红着脸欢
快地跑过去。这一幕羡煞了孩子们，也
镇住了那群欺负小欢的学生。

张耀元鼓励小欢大胆展示才华，还
请她给“树洞口袋”工作室创作防校园欺
凌的宣传画。小欢组织几名同学画了多
幅宣传画，得到工作室叔叔阿姨们的表
扬。小欢将张耀元的名片夹在校牌背
面，说这是她的“保护神”。

张耀元联合校方对长期欺凌小欢等
人的同学开展教育，促使其改正错误。
之后学校很少再发生欺凌事件。小欢重
拾自信，还在学校比赛中获奖，如今快升
初三了。

初三学生嘉铭沉迷网络游戏，他与
父母冲突不断，家庭关系日益紧张。听
闻“树洞姐姐”大名，嘉铭爸爸打电话向
张耀元求助，说儿子不见心理医生，但答
应见元元警官。“请帮帮我好吗？”

那天下午，张耀元与嘉铭进行了四
个小时平等而温暖的交流。耐心听嘉铭
分享完“游戏经”，张耀元伸出大拇指：

“你能组建并统筹一个上百人的游戏群，
说明你有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你真厉
害！”本来准备好“吵架”的少年，惊喜又
腼腆地笑了。张耀元接着介绍了工作室
团队的辛苦以及重要意义，让嘉铭懂得
了这世上有许多人在为他人付出，有许
多更有价值的事需要去做。而后张耀元
开始“诉苦”：“嘉铭你知道吗，元元姐姐
可难了！工作室需要设计好多宣传品，
你能帮帮元元姐姐吗？”

嘉铭内心被认可的自豪感得到彻底
激发：“没问题，元元姐姐！我群里绘画
高手多，我马上安排，还有，我觉得‘树洞
口袋’应该设计LOGO，做成宣传品让更
多人认识你们！”

嘉铭不但落实了这事，还将游戏群
更名为“树洞口袋”工作群。他成了工作
室的义务宣传员，带领群员们当了“树洞
口袋”志愿者。那以后，在张耀元的监督
和鼓励下，嘉铭真的戒掉了游戏瘾，而今
考上高中还当了班长。

媒体获悉后想采访嘉铭和父母，他
们一致提出：不打马赛克！“我们敢以最
真实的模样现身说法，就是要像元元姐
姐一样，去帮助在网瘾中挣扎的孩子！”

“树洞口袋”真正走入了孩子们心
中，在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和心理健康教
育、打击和威慑威胁校园安全的不法分
子、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方
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最初

“树洞口袋”发起人的张耀元也不断提升
自己：自学心理学、教育学，拿到了市卫
生健康委颁发的心理咨询证书。“‘元元
姐姐’只有羽毛更加丰满，才能更好地保
护和帮助孩子们。”

2025年1月10日，中宣部、公安部
发布2024年20名“最美基层民警”名单，
张耀元成为其中之一。台上的张耀元身
着警礼服，眼神清澈闪亮：“我们会增加
科技赋能，让‘树洞口袋’的信件处理能
力得到更大提高，让更多孩子得到我们
的帮助。”（文中所有未成年人均系化名）

（作者系重庆市公安作协副主席）
张耀元（左二）当选2024年“最美基层民警”

树洞口袋工作室帮孩子们解决了各种烦恼

张耀元和她帮助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