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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我要当医生、老师、记

者、运动员、音乐家。”震后的板

房学校里，孩子们叽叽喳喳的童

言童语畅想着未来。

2025年 1月 7日 9时，西藏
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级地震，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全力开展人员搜救，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

保安全温暖过冬。震后爱心力量迅

速集结，社会心理服务力量及时补

位，用专业和服务陪着灾区群众度

过一个祥和的藏历新年。

救援点亮希望，平安守护中

国。近日，在灾区服务两个多月

的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会心

理服务团在四川自贡举办震区

心理援助工作座谈会。六名前、

后方队员的讲述让在场人员无

不动容。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

陈存根指出，要以“心”为灯，照

亮震区和祖国大地，让每一个中

国人心理健康快乐，这也正是这

场座谈会释放的信号。

初心院爱出者爱返

2007年，袁歆进入心理咨询
行业，次年参与心理咨询师考

试，在等待资格证书过程中“5·
12”汶川地震发生。当时，由于担
心业务不够熟练，赴灾区服务未

能成行，这一遗憾也成了她日后

十多年的心结。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会心

理服务团发布招募信息后，有着

社会心理服务经验的袁歆立马报

名，经过严格筛选后顺利通过，并

作为首批进藏队员参与救援。

王宗玲是重庆市万州区一所

乡村中学的心理教师，大学毕业时

就曾有过去偏远山区支教的想法，

但由于父母的阻力未能前往。现在

已在教师岗位上工作近 20年的她
终于有机会去圆毕业时的梦想。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的

刘大秀，看到电视中的震区，脑

中瞬间浮现“中国力量”“中国信

仰”“中国红”等词汇，想着为藏

族同胞出把力。

向熊英是重庆市万州区高

级中学的一名心理教师，多年教

学经验和职业使命感让她在招

募中脱颖而出，顺利成为社会心

理服务团中的一员。

2023年 3月 11日，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委

员会由原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更

名成立，致力于推进中国社会心理

服务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当天，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社会心理服务团（简称“社会心

理服务团”）同时成立。

据北师大应用心理学博士、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心理

服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渝方

介绍，定日地震志愿者招募信息

发布后，全国报名人数激增，大

学生、职场人士均有，身体素质

好、有社会心理服务经验和公益

情怀成为入选标准。

“四名队员首次来定日，在

高海拔、时差、语言不通等不利

因素下，团队的前期准备、后方

联动都很及时，最重要的还是家

人支持。”陈渝方说。

有着 20余年社会心理服务经
验的司法警察、社会心理服务团副

团长查德怀认为，此次开赴一线的

四名队员中，三人来自重庆，一人

来自山东。其中，两人为心理教师，

一人在医院从事心理工作，一人从

事专门社会心理工作。两两搭配，

有压力也有经验，十分契合。

使命院助人自助的信任

冒着余震、时差、气温、语言

等难题开展需求调研。连日走

访，令队员倍感疲惫，于是决定

休整一日，隔日继续。

袁歆未曾想到，震区孩子与

队员的关系早已亲密无间，仅休

整一日未去，孩子们就“怪罪”起

来，为何中间一天没来？令人哭

笑不得。某日，队员去孩子家接

水，突然刮起风沙，震区板房摇

晃厉害。袁歆问孩子害怕吗？孩

子答道，“有你在，不害怕！”这种

需要和接纳，让心理援助产生信

任的连接。

震后最忙碌的是中年人：抢

收倒塌房屋内用品、参与灾后重

建，放心不下孩子……心中的不

悦没时间和场域来表达。

一名高三孩子不幸遇难，袁

歆进屋访谈，孩子的奶奶坐门

口，姐姐坐在奶奶另一边，中间

位置留给妈妈。全家都认为妈妈

最压抑，最需要心理支持。妈妈

全程流着泪，用朴实无华的语言

表达对女儿的思念。女儿曾经对

她说，家里困难高中毕业就不念

书了，回来照顾姐姐和外甥。

此时，奶奶也拉起袁歆的手，

说起孙女有多好，抱着哭起来。

袁歆知道，这是心理介入的

最好时机。她对奶奶说，“您相不

相信我这次来就是带着您的大

孙女的爱来看您的，孙女希望奶

奶及全家带着她的爱好好生

活。”奶奶轻声地说相信，用手擦

拭着眼中的泪水。

“妈妈被奶奶和小女儿围着

坐在中间，这给心理服务制造了

很好的场域。自己以去世孙女的

换位与其家人对话，家人心中有

了更多宽慰，这是彼此间信仰与

相信的力量。”袁歆说。

队员向熊英走访中也有类似

经历。震后嘎旦村建起了板房学

校，一名五年级女孩每天都准时

出现在教室，主动给其他同学分

发教具。某日，女孩对向熊英说，

前不久自己喜欢的一个哥哥在医

院离世，遗憾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向熊英对女孩说，哥哥走后就会

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想念哥哥

时就抬头看看天上星星，最亮那

一颗就是他，“现在哥哥正在用另

外一种方式守护着我们”。

连接院音乐介入心理疗愈

心理服务并不是一项简单

倾听和安慰的工作，它需要“社

会工作+心理服务”的双重支撑。
社会工作链接社会资源和渠道，

心理服务提供情绪价值出口。

下午三点，王宗玲抵达嘎旦

村，第一时间踏入教室就闻到一股

淡淡的尘土味道，孩子们眼中写满

与前一批队员的不舍。考虑到语言

不通，她想到用音乐介入的方式来

缓解与孩子见面的尴尬。

一首“幸福拍手歌”播放中，

藏族孩子翩翩起舞，“拍手”“跺

脚”等肢体语言表现突出，笑声、

掌声、欢呼声挤满整个教室，孩

子们的眼神逐渐变得温柔，音乐

给孩子们打开一扇窗户。

即便遭遇地震挫折，藏族孩

子也是天生舞者。有一个一岁左

右的小男孩，哥哥在震中去世，

他每日都会来板房教室，一日，

一首“洋娃娃与小熊跳舞”的音

乐播放后，他便跟着节奏舞动起

来，尽管肢体有些生硬，但他逐

步展现出笑容。直至后来，父亲

来接，小男孩都不愿意离去。

王宗玲说，这就是音乐介入

心理服务的魅力。

向熊英在抵达震区首日，便在

板房学校中承担心理教学工作。板

房学校共有 180多名孩子，每天固
定来六七十人，稚嫩的脸庞透露出

迷茫和不安，心理创伤后的应激反

应对儿童带来伤痛恐惧和行为上

的退缩，抚平尚需时日。

同样，向熊英也选择了音乐

疗愈方式，让音乐作为介质，拉近

与孩子们的距离。在丰富的课程

内容下，清晨沿着朝阳与孩子们

在户外共跳“锅庄舞”（藏族三大

民间舞蹈之一），释放情绪；下午

运用“桃花朵朵开”“兔子舞”等乐

曲让孩子们集体舞蹈，适当增加

压力，助其重建社交连接能力。

刘大秀与向熊英作为第二批

心理服务团团员在震区待了近

15天。有着一定心理服务经验的
刘大秀在震区用上了专业心理服

务“联合家庭治疗”，从家庭、社会

等系统方面着手，更全面地处理

个人身上所背负的问题。

让孩子在板房学校开设的

游戏、绘画、足球等团体活动中，

积极互动，释放情绪，孩子的变化

也能感染着父母。刘大秀说，互动

以人的存在方式给受助人安宁，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全情投入给

予爱和照顾。“让受助人在情绪反

馈中被全然信任，有着很强的情

感连接，达到心理支持的目的。”

协同院紧密中的野政社互动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

理援助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社会心理服务团团长

吴坎坎亲赴震区实地调研，为社

会心理服务团做了大量前期部

署、中期指挥和后期保障工作。

吴坎坎回忆，震后第一次去

灾区要找村子的一把手，很幸运

碰到定日县长所乡嘎旦村驻村

第一书记吴奇洵。得知吴书记也

有些心理服务经验，他们一拍即

合，一场政府与社会组织高效互

动的场景呈现开来。

2017年，大学毕业的吴奇洵
通过西藏自主招生计划分配到

日喀则市定日县县委宣传部工

作，至今已 8 个年头，现在是嘎
旦村驻村第一书记，该村也是地

震受灾最严重的村子。

据吴奇洵讲述，1月 7日，地
震首日食物、水都缺乏，在当地军

队、消防和公安帮助下，上午就基

本满足了全部灾民需求。“村委有

个很大的阳光房，夜间 248名受
灾群众挤在一起睡觉，村里只有 3
名驻村干部，乡村振兴专干兼驻

村工作队员次仁拉姆、科技专干

旦增萨珍和自己，且都是女孩。震

后第一晚，3个女孩不敢睡觉，害
怕余震伤及群众；另外，失去亲人

群众也需要安抚。”

“震后前三日，总共睡眠不

足 5 小时，所有事情都需要对
接。”吴奇洵说。社会心理服务团

到来后，入户访谈、板房学校、运

用专业社会工作和心理援助技

能开展服务，效果明显。除受灾

群众获得心理援助外，一线消防

公安人员、部分社会力量救援队

伍等也得到帮助。

政社互动仍在继续。

程万军是国家心理健康和

精神卫生防治中心社会心理服

务部主任，他在震区看到孩子们

向路过车辆要食物，十分危险，

当即提出希望政府提供一块空

地，建立临时物资分发点。很快，

一个高为 3米、能容下 180余人

的帐篷就搭建起来。

程万军介绍，藏历新年前大

多数救援队伍都已撤出，除了消

防和部分儿童支持组织外，只有

社会心理服务团留在藏区服务。

孩子们给服务团充当藏语翻译，

画出灾区分布图，包括家庭人

口、方位、社会网络等，形成了很

好的社会工作与心理服务连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

刘正奎指出，震后寻找资源、打通

路径、推动落实成为社会心理服

务团的顶层策略。当前，震区已从

恢复期过渡到重建期，现在的“危

机”更有深意：“‘危’指心理崩溃，

‘机’指可能性，甚至机遇或先机。

心理学强调，处于恐惧中才能建

立起真正的深层次连接。接下来，

要建立应急反应机制，让专业服

务组织、基金会资金支持、渠道平

台组织开源，形成闭环，更好地给

予地方政府建议。”

回馈院授人玫瑰手留余香

今年的元宵晚会上，嘎旦村

两个孩子展出了自己的三幅画

作，8岁的尼玛姑娘真情流露，称
震后得到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

表示“要更加爱党、爱国、爱家”。

如今，社会心理服务团在震区

的驻点工作随着学生的开学告一

段落，队员逐步踏上返程的归途，

但感动、感恩、感情在队员和受助

群众间彼此流淌。队员们一致认

为，一线的彼此信任合作和受助群

众的感受是对自己最好的回馈。

袁歆表示，震后悲伤犹在，坚

信群众很快会走上生活正轨，感

谢服务团让自己有机会体验不同

人生。刘大秀认为，服务团给孩子

们树立榜样、信仰和模范，孩子们

的坚毅与勇敢也给自己的心理服

务增添信心。与震区小男孩频繁

互动的向熊英觉得，孩子们在承

担繁重家务的同时，还要坚持不

懈参与足球训练，这让自己在逆

境中找到前行的力量。

王宗玲表示，抵达震区前，

她将孩子们定义为被疗愈者，现

在反而觉得自己被孩子们的乐

观积极所疗愈。“给孩子们一个

机会，就能唤醒他们的内在力

量，藏区的短暂相处也见证了孩

子们的成长和蜕变。”

一线队员的安危，牵动着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

的心。他要求，在震区要注意服

务安全，及时总结抗震心理救援

经验，继续做好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的践行者、平安中国的守护

者，为完善国家应急心理服务标

准作出更大贡献。

活动当天，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副会长彭东宣读了《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关于表彰西藏定

日灾区心理援助优秀个人的通

报》，对刘正奎、吴坎坎、李晓景、

刘大秀、向雄英、袁歆、王宗玲、

王依婉、陈渝方、方若蛟、查德怀

等 11名同志予以通报表彰。

以野心冶为灯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会
心理服务团定日震区救援纪实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