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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志愿者、东林小学老师周
芸婷是梁溪区兼职心理教研员。2
月3日她报名成为母校华中师范大
学心理援助热线的一名志愿者，与
曾经的同学、老师还有来自全国的
近千位心理志愿者一起为医护人
员、患者及家属等，提供心理援助。

这个特殊时期，奋战在一线的
医护人员面对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
压力以及被感染的风险，加之原有
生活节奏被打乱，容易造成焦虑、失
眠等表现。部分身处疫情较严重地
区的市民，还有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的患者因焦虑、紧张等也容易产生
心理问题。强而有力的心理支持和
实际的技术支持，是周芸婷让他人
心中多一抹温暖的源泉。对于因失
眠问题向她求助的医护人员，周芸

婷被对方怕睡眠不好影响工作的高
度责任心感动，给出了往后推迟睡
眠周期，多关心自己的身体等实用
且温暖的建议。

她专业的心理支持，不仅来源
于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心理专业的所
学，还有近期每晚一个半小时在督
导复盘案例中不断提升能力。“在有
限的时间要提供专业的帮助，我一
直牢记老师培训时所说的‘有温度
的专业’这六个字，做到陪伴、共情、
理解、不批判、不评价，让对方真正
获益。”周芸婷说。2月24日，该热
线被升级为教育部唯一指定心理援
助专线，最忙时一天周芸婷值班7小
时，为近10人提供心理支持，晚上参
与督导学习、资料汇总至深夜。

（陈春贤）

珞珈山的樱花次第开放，周
丽华想去武汉大学看樱花。可
是，身在武汉，她却无法实现自己
这个小小愿望。3月4日中午，周
丽华从住处乘车前往武汉同济医
院光谷院区的重症病区工作，脑
海里瞬间有灿烂的樱花浮现，倏
忽不见。

1988年出生的周丽华是宜
兴市中医医院NICU的一名主管
护师，2月8日深夜接到上级的紧
急号令后，她甚至没来得及和熟
睡中的女儿道别，第二天一早就
和5位同事一起踏上了驰援湖北
的征程。从2月10日至今，她一
直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重
症病区工作。

“初到隔离病房工作时，我最
发怵的事情就是穿脱防护服。”周
丽华说，N95口罩、外科口罩、护
目镜、隔离衣、防护服、双层手套
……这一整套“行头”穿脱一次，
至少要花半小时。穿戴着厚厚的
防护装备，稍微一活动，就会汗流
浃背，湿衣服贴在身上，过了一会
儿，又觉得背心发冷，特别难受。

为了更好地适应在武汉的工
作，周丽华平时经常练习深呼吸，
锻炼自己的肺功能，同时不断磨
炼自己的心理素质；为了防止护
目镜起雾，她在镜面内侧抹上了
洗手液；为了节省时间，她狠狠
心，剪掉了留了十几年的长发，告
别雾鬓风鬟；为了不浪费防护服，
每次进病区前，她都会穿上纸尿
裤。“只要肯动脑筋，办法总比困
难多。”这是周丽华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有一次，周丽华轮到
上夜班，由于4点钟就要出发去
医院，她感觉午饭还没消化，怕晚
饭吃早了，胃里太饱，穿上防护服
会呕吐，没吃东西就去上班了。

结果到了晚上8点多钟时，忽然
觉得胸闷、乏力，同事担心她发生
低血糖，让她赶紧出去吃点东西
垫垫饥。周丽华舍不得浪费防护
服，对同事说，自己没事，坐下休
息一会儿，多做几个深呼吸就好
了，一直坚持上到夜班结束。有
了这次的“教训”，以后每次上夜
班前，周丽华都会吃一些饼干之
类的小点心。

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让周
丽华自责了好几天。那天，她给
一位85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做心
理护理。这位老人情绪焦躁，有
一次发脾气时，把医生的防护服
都扯破了。周丽华在老人的床
边站了近半小时，一遍又一遍地
耐心劝说，好不容易说服他同意
配合治疗。当她高兴地转身离
开时，一不小心防护服被床栏勾
破了。当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
担心自己有暴露感染的风险，而
是心疼撕破的防护服。她说，现
在防护服这么紧缺，自己居然浪
费了一套，心里感到十分愧疚。
好在一起工作的护士姐妹们谁
也没有责怪她，催促让她立即去
更换。由于穿脱防护服的流程
很繁琐、很费时，同伴张园英主
动替她分担了护理工作，这让她
充分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和温
暖。

周丽华说，在隔离病房上班，
每天却能听到无数感谢的话语。
一次巡视病房时，她帮一位男患者
倒了尿壶，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举
动，竟然让患者很是过意不去，一
直不停地道谢。周丽华感慨地说，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和病人身体上
的隔阂多了，心灵上的隔阂却少
了，工作中常常是“累并感动着”。

（何小兵 通讯员 潘静）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心理与身体的健康同样重要。我市教育系统早就
关注到师生和家长的情绪，在北师大心理学部支持的基础上，聚集本地心理
志愿者，于1月31日搭建了全网贯通的疫情心理防护平台。3月5日记者采
访市教育局以及心理志愿者了解到，启用月余，该平台为无锡市民提供心理
支持的北师大相关网页累积被访问7993次，通过热线电话和微信、QQ，为有
需要的师生、家长提供心理支持100多次。这群隐匿在电话线、网线另一端的
心理志愿者，成了众多学生、家长心中的一抹温暖。

紧急援助外地学生，安抚学生和家长……
这群心理志愿者隐匿在电话线、网线另一端

默默为他人“修复心灵”

本是为无锡师生、家长提供心
理支持的平台，紧急援助过一个外
地学生，让志愿者们印象尤其深
刻。心理志愿者、无锡市羊尖实验
小学教师谭柯佳最先接到求助者电
话，谈及此事她依然感慨，这是机缘
巧合，活着真好。

2月3日清晨5点03分，手机铃
声突然响起。“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孩
子声音，语速慢，口齿不太清楚，听
起来状态很不好。”谭柯佳说，小女
孩说自己做了极端举动，结合她表
现的状态，把迷迷糊糊的她吓得一
机灵，顾不得披上衣服立即下床走
到书房找纸和笔，询问、记录信息。
意识到事情紧急且严重，尽管受过
培训但从未有过危机干预经验的谭

柯佳心里有些慌乱，瞒着对方悄悄
叫醒母亲，递过记录着有限信息的
纸条让母亲赶快报警。

“我向心理志愿者工作群里领
导和小伙伴们求助。整个团队立即
行动起来，有的与警方沟通，有的为
我提供帮助和指导。那一刻我心安
定下来了，我知道我的后面有一个
强大的团队。”第一次通话持续了两
个半小时，之后谭老师主动打电话
进一步搜集有用的信息，两通电话
一共打了将近4小时。最后这一情
况转介给当地警方。谭柯佳说，当
领导告知已经确认孩子安全时，感
觉很好，很庆幸自己加入这个团队，
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心理支持，有一
种成就感。

居家学习的家长、学生也会因
种种原因情绪、心理产生问题。心
理志愿者、江阴一中心理老师夏晓
鸥认为，应该为这些鼓足勇气寻求
帮助的学生和家长点赞。

不久前的一天，一位中学生加
了夏晓鸥微信但不表明身份，发来
一句“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现在死
了世界又会怎样评价？”这让夏老
师警觉起来，被对方拒绝了语音通
话，好在和对方交流中发现并非危
机情况。“在防疫期间受到外界各
种消息刺激，这孩子在思考生活的
意义，生命的价值。”夏老师对这个
孩子做法表示赞赏，“第二天他给
我发来一张图，纸上写着他的困惑
等问题。我想了想，把自己想对他
说的话同样写在纸上，拍照发给
他。”两人的线上对话持续了几天，

夏晓鸥认为这番对话对双方都有
促进作用。

打电话求助的学生家长也让夏
晓鸥印象深刻。一天早晨将近7点
时她发现手机有5个未接来电，“当
时很担心是不是本校学生紧急求
助，我给这个手机号码发信息询
问。好在两分钟后电话又打来了，
是一位高三学生家长。”焦虑的家长
过多干预孩子等容易造成亲子矛
盾。但心理疏导并不是三言两语就
能化解问题。夏晓鸥耐心倾听，让
对方宣泄情绪尽快平静下来，再抽
丝剥茧为对方寻找与孩子有效沟通
的方法。她告诉记者，一通电话讲
下来通常在半小时以上，“有家长情
绪激动说着说着会忍不住哭起来，
与对方共情、耐心的倾听有时对他
们来说有很好的抚慰作用。”

在重症病区在重症病区，，
她的防护服她的防护服
被床栏勾破了被床栏勾破了

保持通话，紧急援助外地学生

手书内容，为学生解答困惑

不断学习，提供最有力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