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来啦，老师来啦！”

12月 23日，几位志愿者刚出
现在帐篷前，一群五六岁的孩子

马上拥过来，将他们团团围住。

这是发生在甘肃省积石山

县大河家镇克新民村的临时安

置点的一幕。几位心理援助志愿

者此行的目的是通过面对面的

方式，帮助孩子们正确处理已经

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

“我们在走访调查、评估后

发现，部分受灾群众在地震后出

现了心理应激反应。特别是孩子

们，需要重点关注。”志愿者小队

成员、甘肃明睿心理援助红十字

志愿队队长季春晖告诉记者。

在游戏中驱散阴霾

孩子们抬头看着“老师”，你

一言我一语，充满期待。“这几天

我们一起做过的游戏活动有猫

抓老鼠、击鼓传花、唱歌、画画，

甚至还有跳‘科目三’。”甘肃明

睿心理援助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队员贾菁霞告诉记者。

同一时间，来自宁夏宁安医

院的自治区红十字会心理救援

队副队长田涛，正带着队员，在

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安置点和孩

子们做着游戏。“特别是‘科目

三’舞蹈和猫抓老鼠，孩子们很

喜欢。”田涛说。

游戏疗愈是一种常见的心

理疗法。“和孩子一起做游戏，让

他们从中感觉到关爱，可以让他

们转移注意力，忘却害怕，宣泄

压力和情绪，驱散地震带来的内

心阴霾。”贾菁霞介绍。

“我们昨天带着孩子画画。”

贾菁霞告诉记者，画画不仅可以

释放情绪，还可以展现绘画者的

心理状态。“孩子们画画时选择

的颜色，也是他们的心理颜色。

比如，有些孩子内心比较压抑或

恐惧，可能会选择偏冷或偏暗的

颜色。我们这个安置点的孩子，

选择的颜色主要是红色、绿色，

画的都是家乡的房子、绿树、花

朵和太阳，说明他们现在的心理

状况还不错。”

不过，前些天孩子们的情况

并不像现在这样乐观。

“刚开始做游戏时，很多孩

子在帐篷里不愿出来。”田涛说，

地震初期，孩子们还处于急性应

激反应期，出现麻木、紧张、恐惧

等状况。于是，他们有针对性地

进行了辅导干预。通过和孩子建

立信任关系，让他们迈出帐篷，

参与活动，最终在游戏中得到进

一步的疗愈。在这个过程中，他

们还会不断观察孩子的变化，及

时调整干预措施。

对于这些天陪伴、帮助自

己驱散阴霾的志愿者们，孩子

们 用上 了 自 己最 尊 敬 的称

谓———“老师”。

不被打扰的一对一交流

并非所有的孩子都适合游

戏疗愈，14岁的杨小娟（化名）便
是如此。地震发生时，住在学校

的她刚和同学跑出大门，身后的

宿舍就轰然倒塌，她瘫坐在地

上，几乎动弹不得。直到今天，她

仍未走出那天的阴影。

“我们发现，通过游戏活动，

孩子们的心理状况改善比较明

显，特别是 12岁以下儿童。但是
一些 12到 18岁的青少年对外界
的感知更加丰富细腻，心理上的

伤害也更难抚平。”季春晖说，对

杨小娟的心理辅导，需要尽量避

开周围的干扰因素，“有别人在

场，她不自在，很难敞开心扉”。

她支开杨小娟的父母，在帐

篷里和杨小娟一起待了半个小

时。在季春晖提议下，两个人走

出了帐篷，一起走到野外，边走

边聊。回来的路上，杨小娟的脸

色好了一些。

季春晖告诉记者，接下来他

们打算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心

理创伤比较大的人，加强一对一

心理辅导，特别是对那些在地震

中失去亲人的受灾群众，着重进

行哀伤辅导。

“一些青少年不大愿意面对

太多的人，他们更适应和我们一

对一地进行交流。”季春晖说，这

几天的心理援助经历让她更清

晰地意识到，要尊重每一个人的

心理感受，不同的人在面对灾难

的时候，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与受灾者共渡心理难关

目前，来自甘肃省内乃至全

国的众多专业人员，正以多种方

式，参与到积石山震区的心理援

助工作当中。

甘肃省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

已向全省 1400余名心理志愿者
发出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救援服

务的倡议；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平安甘肃心理危机干预与研究中

心心理救援队奔赴受灾最严重的

4个乡镇，开展心理援助；甘肃省
青年志愿者协会直属服务队爱心

驿站搭建“共青团日间照护站”，

为灾区孩子提供趣味课堂和心理

疏导等服务；西北师范大学心理

援助热线平台的 59名督导师和
500名热线员随时在线，守护灾区
人民心理健康……

“根据国际上的科学评测，

经历灾害等大的危机后，15%~
20%的人会遭受心理创伤。大部
分人能恢复心理健康，甚至由危

转机获得成长。”西北师范大学

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总负责人吴

博说。

“恢复心理健康并获得成

长，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遭受危

机后能很快获得社会联系和社

会支持。”吴博说，要让他们感受

到，在遭受灾难后，自己不是完

全孤立的，没有陷入黑暗当中。

做了 15年心理咨询工作的
季春晖，在积石山震区经历人生

中第一次地震心理救援后，对自

己选择的专业有了更深的感触

和体悟。“昨天有几个孩子跑到

我跟前说‘抱抱我’，我当时感觉

既温暖又心疼。”她说。

当他们结束此次心理援助

服务准备离开时，孩子们又围了

过来。

“老师，您明天还来吗？”

“来！”这不仅是他们，也是

各地心理援助工作者的回答。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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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每一个人的心理感受”
———积石山震区心理援助工作纪实

截至 12月 21日 22时，积石
山 6.2级地震累计造成青海省海
东市 31人遇难、3人失联。从应急
救援到受灾群众安置，低温、寒

潮，都给当地造成了不小的挑战。

12月 20日下午，青海省海东
市红十字会发布公告，接受资金

和物资捐赠。这则公告中提到，目

前灾区急缺棉帐篷、折叠床、棉被

褥、棉大衣、取暖设备（电暖气、煤

炉、电热毯）。奋战在一线的消防

救援人员、部队官兵、民间救援队

员等各方力量，除了要找寻失联

人员外，还需要争分夺秒帮助当

地群众尽快搭建避寒的帐篷、转

运和分发物资。

地震发生后，青海蓝天救援

队员王大响就一直处于备勤状

态，等待统一调派的通知。19日
傍晚，他和 20多名队友一起来
到了青海海东市民和县中川乡

金田村。这里是海东受灾最严重

的村庄之一。当地村民告诉救援

队员，受地震次生灾害的影响，

村里 14户房屋被完全损毁。砂
涌、伤亡、失联一瞬间破坏了这

个村庄往日的宁静。夜幕降临，

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让受灾

群众的处境雪上加霜。

了解清楚情况并领好任务

后，王大响和队员们的第一项“大

活”就是搭帐篷。这一夜他们一刻

也没停歇，干到了凌晨 3点多，搭
了 50多顶帐篷。短暂休整后，20
日早 6时，他们又带上要派发的
物资，赶赴周边 4个村庄。

王大响的队友耿亚鹏和先

遣小分队在地震发生后不到半

小时就已踏上前往震中的征途。

21日晚，由于甘肃当地救援力量
趋于饱和，在前方指挥的统一调

派下，他们一行人从甘肃赶赴青

海海东。跟此前已经在这里的队

友一样，先赶紧搭建御寒的帐

篷，然后在指挥部的统一调遣下

装卸、运送和协助分发物资。

加上 22日从甘肃抽调的人
员，一共 29名蓝天救援队员增
援青海。目前，搭帐篷的工作已

经完成。为了让物资流转更快，

队员们的任务主要变成了装卸

物资，然后由各村镇的负责人领

取分发。同时，还有一部分救援

队员为红十字会的供餐车帮厨，

让受灾群众能吃上一口热饭。

搬物资、做饭，这些跟“轰轰

烈烈”看似不沾边的工作，恰是

眼下灾区的“生命线”。青海蓝天

救援队、天津蓝天救援队、北京

蓝天救援队、江苏常州蓝天救援

队、山西太原蓝天救援队共计 57
人组成青海海东蓝天青年突击

队，每天工作 12到 16个小时。
物资一来就是号令，早一分钟装

卸、转移完，就早一分钟能让受

灾群众安心。

青海蓝天公益事业发展促

进中心（青海蓝天救援）负责人

王楷博观察到，目前灾区秩序

井然，受灾群众陆续拿到御寒

物资和食品等，生活上没有太

大问题。同时，当地也在建活动

板房，为受灾群众提供更好的

安置居所。

各驰援灾区的救援队即将

有序撤离，物资这几天也从全国

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抵灾区。王楷

博觉得，越冬的煤炭是刚需，而

元旦、春节将至，给灾区群众的

人文关怀同样是刚需。

眼下，作为青海本地的社会

救援力量，他们除了将配合当地

团组织多停留一段时间外，也将

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少年。该做些

什么去帮助这些震区的孩子，成

了王楷博和整个团队需要调研

和解决的新问题。

“一旦复课，可能缺少上网

课的设备。我们正在尽快采购一

些平板电脑。我们也在考虑怎么

为孩子们搭建起‘第二课堂’。”

王楷博说，“不管怎样，我们希望

孩子们能感受到社会的关心。”

这份关心是能被感受到的。

有一幕让他印象深刻：王楷博和

两名队员正在轮换休息，一个小

女孩儿突然出现，给了他们几根

棒棒糖。“她从袖筒里掏出棒棒

糖的时候我的心都要化了，这几

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

次。”他说。 （据《中国青年报》）

青海海东震区青年志愿者：去帮助，也被感动

� � 12 月 21 日，在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大寺广场，甘肃省第二
人民医院心理救援队队员带着孩子们做游戏

救援队员帮助当地装卸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