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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志愿者联盟 24小时接受公众心理健康咨询

株洲心理咨询师的抗疫故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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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 通讯员/罗金鹏）常态化疫
情防控阶段，测量体温、出示健康
码、人员登记早已成为人们进入专
业市场前必做的“标准动作”。随
着芦淞市场群进入秋季备货期，市
场人流量逐渐增大，在芦淞区市场
服务中心的极力推广下，新华丽市
场率先在芦淞市场群启用健康码识
别“神器”，接下来将在市场群大范
围应用，减轻各市场入口值守人员
的压力，缩短排队等候的时间。

8 月 14 日上午，芦淞区市场
服务中心疫情防控督查组在督查
过程中发现，该识别设备非常灵
敏，只需将健康码往端口展示，不
到1秒的时间就能识别，通过登录
设备后台管理平台数据库，就能查
阅到当天进入市场的人员，大大减
少了人员登记所花费的时间。

较之以前，进入市场人员扎堆排
队登记的现象消失了，市场入口值守
人员也由原来的4人减少为2人。一
人负责测温，一人负责引导人员通

过健康码识别设备进行查验。同
时，该识别设备还能识别手机截屏，
防止试图利用健康码“截图”进入市
场的人员，实现“验码”精准、高效。

芦淞区市场服务中心主任杨
政介绍，为将防控工作做细做实，8
月 16 日下午，市场群服务中心召
开了健康码识别设备推广专题会
议。接下来，将在 38 个专业市场
陆续应用这个高科技“神器”，在满
足疫情常态化管理的同时，为市
民、客商进出提供便利。

处置涉疫医废
他们默默奋战在“隐形战场”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刘旺 张仪

涉疫医疗废弃物处置事关疫情
防控的最后一道关口，渌口区人民
医院再次被定为株洲市新冠肺炎定
点集中隔离救治医院后，医院产生
了多于往常的垃圾和医疗废物，12
名医生组成医疗废物处置转运分
队，默默奋战在“隐形战场”，守护大
家的安全。

康友良是渌口区人民医院的医
生，也是医院医疗废物处置转运分
队的领队。自医院接收新冠患者以
来，他脱下白大褂穿上防护服，和11
名同事一起，承担了医院感染楼的
清洁工作，清理垃圾桶、清洁地面。
他们穿梭在感染楼内，一趟下来有
近 40 箱医疗废弃物，轻的二三十公
斤，重的七八十公斤。

清洁工作，不仅体力消耗大，且
因需要接触患者的医疗和生活垃
圾，包括分泌物、血液废弃物、枕头、
药品、剩菜剩饭等，感染风险很大。
受到新冠病毒污染的医疗废物，都
要单独处理，需要多人配合完成。
医护人员把医疗废物放进特定的垃
圾箱后，清洁工会将其收集，进行多
次消毒，再由两名工作人员负责运
送，送到垃圾站后由专业人员处理。

接下来的工作就由康友良他们
接管，康友良和队友们取到医疗废
物后，还要再进行一次消毒，然后用
纸箱将其封住，贴上标签注明，用车
送到垃圾站后，垃圾车和本人都要
被再一次消毒。“工作中，我们非常
细致，因为这些垃圾如果没有处置
好，很有可能会造成病毒再次传
播。”队员何维说。

康友良和队友们居住的隔离点
在天元区东帆酒店，每天早上6时左
右，他们起床，一直忙碌到晚上 9 时
多才完工，每天运送的次数不固定，
只要有医疗废物，就必须立刻运
走。“走一趟就有一身的汗，医废垃
圾多的话，要走好几趟，感觉头发
昏，无法呼吸。”队员文博说。

这支由12名医生组成的医疗废
物处置转运分队，年龄在30至50岁
之间，其中有4名党员。队长康友良
是娄底人，与妻子同在渌口区人民
医院感染楼工作。半个月来，夫妻
俩仅仅偶遇过一次，见面时间只有
短短两三分钟。“当时都穿着防护
服，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后来是通过
防护服上的名字，才发现是我爱
人。”康友良说。

面对疫情，他们是不惧艰辛的
“逆行者”。“作为党员，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冲锋在前，战斗在前。”队
员唐伦说。

快速识别，自动登记，还能防止“蒙混过关”

芦淞市场群用上健康码识别“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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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每次听到救护车，就很紧张，我是怎么了？”“我在隔离酒店，心里很难受，一直在哭，又有了轻生的
念头……”疫情之下，处在隔离中的密接、次密接们，恐慌、焦虑、无助，愤怒……各种因失控而产生的情绪，堆
积、爆发。

全市心理咨询师闻讯而动，组成志愿者联盟。10余天战“疫”里，他们收到心理求助百余个，24小时守护
公众心理健康。

他们是战“疫”中的心理卫士

“我不想活了，又有了轻生的
念头。”云龙示范区一名高中生 A
在微信群内丢出这样一句话。看
到信息后，咨询师王辉平添加 A
微信，开启守护之路。

从聊天得知，A刚从居家隔离
转到隔离酒店。由于外公年纪较
大，工作人员将其与外公安排在
一个房间，原本希望互相照应。
长时间的相处，不同的习惯造成
矛盾不断，加上需要重新适应隔
离酒店的环境，双重压力齐至，产
生了更多的不如意。

在另一个微信群，另一名咨
询师接到一位母亲的求助。“女儿
每天都在哭，很担心她，但我文化
水平不高，请求帮助。”每一天，所
有咨询报告都汇总到总督导马丽
华手上。通过信息对比发现，敏
锐的马丽华判断，这两人是一对
母女，咨询形成了闭环。

原来，A 成长在离异家庭，受
妈妈委托照顾外公，而“老小孩”
不听话，导致了一系列冲突。在
咨询师的引导下，妈妈持续向 A
传递信任和感谢。通过妈妈与咨

询师无条件的陪伴与支持，A 逐
渐恢复了平静。同时，咨询师也
积极与酒店、政府人员沟通，最
终，外公被分在 A 的隔壁房间，A
开始了完全的自我生活。

“环境改变带来的适应性问
题，与原生家庭带来的消极思维模
式叠加，是这个案例的症结所在。”
马丽华说，疫情让部分人原本压抑
的问题凸显，创伤再度触发。“这时
候，干预的作用远小于抚慰。咨询
师们每天在群内稳稳的陪伴，就是
他们能提供的最好心理支撑。”

四处“救火”，抚慰焦虑的心灵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封闭
小区解封，陆续有人开始离开隔离
酒店。“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另一种
紧张情绪开始在微信隔离群蔓延。

应对蔓延开来的不良情绪，
近几日，咨询师们四处“救火”。
安抚临产妈妈因集中隔离引发的
健康焦虑，引导释放年轻宝爸宝
妈们长期封闭带娃引发的愤怒，
疏导家庭“顶梁柱”们对长期停工
的担心，缓减青少年第一次单独
居住的害怕……

统计数据显示，因疫情产生

的恐惧，一直稳居咨询案例的第
一位。这几日，因隔离与家人关
系的凸显，对陌生人的愤怒等人
际关系问题，超越此前因生活琐
事带来的不确定感，跃升为第二
大咨询问题。

8 月13 日，在石峰区一酒店，
部分隔离人员陆续回家。微信隔
离群内，在心理咨询师的引导下，
大家回忆起这些隔离生活中的感
动与快乐。一整天时间里，群内温
情涌动。仍需继续隔离的人员，也
将希望和爱，替代了焦躁和怨恨。

“往回看，看到社会各界的付
出和艰辛，让正能量传递，将隔离
对他们的阴影降到最小。”咨询师
王辉平说。

随着烟火气逐渐回归正常，
原先奔涌而出的情绪会慢慢平
复。在后疫情时代，被隔离人群
的应激反应，还会停留相当长一
段时间。记者了解到，心理咨询
师们将会坚持到最后一批隔离人
员离开，并持续跟进重点案例，密
切关注医务人员与抗“疫”工作者
的心理健康问题。

协办单位：市烟草专卖局（公司）邵东商会 株洲市小风唐 教育扶贫基金会
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 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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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靓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母亲有智力残疾。这些年，伊靓和母亲
靠外公外婆照顾。

伊靓现在和母亲、外公外婆居住的
房子，是她舅舅于三年前贷款购买的。买
房、装修还靠外公外婆支持。不幸的是，
2020年，伊靓40岁的舅舅因脑出血突然
去世，遗憾的是，舅舅没有结婚生子。就
这样，这个房子成了伊靓的容身之所，外
公外婆每个月还得偿还3000多元房贷，
还款压力很大，还要供伊靓上学。

伊靓的外公说：“现在我们老两口身
体不好，我去年就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但
是经济上不允许。我担心我们的身体垮
了，孩子怎么办？”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贺天鸿）昨日，市民谭先生拨打晚
报新闻热线28829110表示，希望
认捐 008 号贫困生小羽，每月资
助小羽生活费600元。

“正好现在我自己的孩子大
学毕业了，我特别能理解孩子们
读书的不易。”谭先生告诉记者，
他是一名铁路工作者，常年都在
外地工作。近日，他回到株洲后，
偶然通过晚报得知这些困难学子

的情况。最近他的孩子大学毕
业，而且顺利考上了研究生。所
以，他决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资助小羽上大学在校期间
的生活费。随后，谭先生通过电
话与小羽取得了联系。

“我特别感谢谭先生对我的帮
助。大学里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不
辜负谭先生对我的一片爱心。并
且我会尽力寻找勤工俭学的机会，
争取早日能够自给自足。”小羽说。

另据了解，“助学10元捐”仍
在火热进行中。欢迎各单位、党
团支部以集体名义参与“助学 10
元捐”。参与方式，在捐赠页面填
写资料时，在姓名一栏里填写某
某 单 位 + 姓 名 。 咨 询 电 话 ：
13357335725（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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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捐赠电话：28829110 手机：13873320022（微信同号）
捐赠银行账号：开户单位，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开户行，中国银行
黄河路支行 开户账号：584674810292

谭先生认捐小羽 每月资助600元

母亲残疾 舅舅去世
外公外婆成唯一依靠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姚时美

贫困生档案

姓名：伊靓
编号：030
性别：女
毕业学校：市十八中
高考分数：363分（历史类）
录取学校：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家庭情况：低保户，母亲智力
残疾，无收入来源。 家境贫寒的她 想当一名体育老师

通讯员/潘利纽 丁成芳 王天兰 浦婵 张蝶

贫困生档案

姓名：刘佳
编号：029
性别：女
毕业学校：株洲市二中
高考分数：647分（物理类）
录取学校：北京师范大学
家庭情况：一家六口，爷爷、
父亲都有残疾，母亲打工，工
资较低，家庭收入不固定。

家门口就是湘江，旁边就是从
悠移庄园方向流过来的溪流，正好
在家旁边汇入湘江，滋养出刘佳这
名学霸女孩。她家很好找，一如她
在当地的名气，一问便知。

地处城郊，一般家境不会差，
要么是征收户，要么在城里好就
业，刘佳的家却跟这两样都沾不
上边。爷爷残疾，父亲也左手残
疾，一家六口人，顶梁柱都撑不起
这个家，只能靠母亲在食堂打工
挣钱，家境在村里就排在末尾了。

与家境形成反差的是，无论是
在学校还是在村里，刘佳都是响当
当的学霸。“这次高考，全省第
1463名。”父亲对女儿高考名次记
得很清楚。刘佳反而显得很淡定，
她说，高考成绩和平时考试成绩差
不多，属于正常发挥，在学校，她的
成绩始终在全年级前20名内。

高考成绩出来后，刘佳因家贫
学优受到关注，有数名爱心企业老
板表达资助意愿，有的甚至愿意资
助她到大学毕业。学校曾与她父亲
联系，告知资助事宜，她父亲暂时没
有接受，称听从教育部门的安排。

记者走访纪实

学霸女生考上北京师大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姚时美

▲焦林丹获得的荣誉证书。通讯员供图

喜欢跑步，不言败

焦林丹是一名体育生，活泼开
朗，阳光自信。她喜欢跑步，每当
学习压力大，或者有不顺心的事，
都会去跑步。“仿佛每次跑完之后，
这些烦恼都被我抛弃了。”她说。

“我记忆力很差，在学习上面
没有捷径，只有不断地背书刷题。”
她说，体育生每天需要花大量的时
间训练，学习的时间就比班上同学
少，所以她会在总结各科知识点上
下工夫，不断刷题，多写多背。

焦林丹表示，“起初我的英语
比较差，但好在遇到一位对教学
十分认真负责的老师，为了能让

我们有更扎实的英语基础，他总
是不放过任何一分钟给我们复
习、讲题。”正是老师这种认真不
放弃的精神感染着她，在英语学
习中铆足干劲、不放弃、不言败，
同时将这种态度延续到其他科目
的学习中和平常的训练中，一步
一个脚印提升自己。

当一名体育老师

焦林丹最初进到体育生的队
伍中是因为被教练看中。日复一
日枯燥的训练中，不断有学员退
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她，因为
她早已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当一
名体育老师，并为之不断努力。

她说：“大学努力一点，在自
己专业方面有成绩，现在准备英
语四级、六级考试，为以后考上研
究生做准备，未来越来越好，以后
可能会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焦林丹是株洲市小风唐教育扶
贫基金会今年拟资助的贫困生之一。

“小风唐”助学至今已是第三
年。昨天，“小风唐”负责人表示：

“公益助学是一件得人心、暖人
心、聚人心的高尚事业，小风唐也
将持续坚持下去。‘小风唐’在长
沙和株洲已经开了18家休闲餐饮
店，用健康食材、均衡营养的理
念，真正打造有温度的餐饮品牌，
传递爱心，更好地回报社会。”

贫困生档案

姓名:焦林丹
编号：028
性别：女
高考分数：460（文化分）296（专业分）
毕业学校：茶陵二中
录取院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家庭情况：母亲患病，不能行动，父亲
在家里照顾母亲，仅靠姐姐微薄的收
入来支撑全家。

她的自述

她的梦想

“小风唐”名片

贫困之家供两名大学生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姚时美

小露有个姐姐，姐妹俩克服家庭困
难，一心求学，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小露的父亲有糖尿病、母亲有肩周
炎，因经济拮据，一直没有得到好的治
疗。因为爷爷中风瘫痪在床，需要照顾，
小露的父母被束缚手脚，无法出远门打
工，只能在离家不远的城区做清洁工，两
人月收入总共才3000多元，却要养活一
家五口。

村子里都盖起了两层、三层的楼房，
小露家只能勉强建一层，室内的墙壁只
是粉刷了，早已陈旧、过时。

好在小露姐妹俩很争气，当年姐姐
考上大学，并受到资助，顺利完成了大学
学业，如今刚走上社会，尚未站稳脚跟。
今年，小露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小
露的父亲直言，希望小露能够得到资助，
顺利读完大学，以目前的家境，实在无力
承受小露大学期间的学费、生活费等。

贫困生档案

姓名：小露
编号：031
性别：女
毕业学校：南方中学
高考分数：528分（历史类）
录取学校：湖南女子学院
家庭情况：父亲患病长期

吃药、老人中风、低保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