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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梁镇菜农忧心蔬菜滞销
回复：沙坪坝组织志愿者上门收菜

“因为疫情，我种的白菜、萝卜无法对外销售，急
需帮忙！”近日，12345政务服务热线接到沙坪坝区
中梁镇龙泉村村民傅先生电话。

“我们在抓好防疫的同时，正在发挥‘红岩志愿
者’的作用，让农产品‘动起来’，肯定能帮得上傅先
生，我们马上和他联系！”11月21日上午，记者联系
上沙坪坝区中梁镇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为了
让村民的农产品有销路，镇里一方面与沙坪坝区商
务委等多方沟通，先后与小康股份后勤单位、永辉彩
食鲜、中膳集团、物流园等4家全区重点保供单位蔬
菜供应商，以及25家蔬菜商贩建立联系，帮助菜农
拓展销售渠道。另一方面，专门组织了“红岩志愿
者”50余人，分6个组帮助各村种菜大户冬收。

记者了解到，为实现菜农与商贩之间的无接触
交易，中梁镇还设置了红岩蔬菜中转服务点，安排红
岩志愿者提供专门服务。

11 月 21 日下午，记者将这一好消息告诉傅先
生。他表示，村里已与他取得联系，约定11月22日
上门收菜，“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透析病人没地方做核酸进不了医院
回复：联系上社区，顺利做完核酸

11月20日，12345政务服务热线接到家住南岸
区海棠晓月小区居民蔡女士的求助电话。蔡女士父
亲是尿毒症患者，每周一三五需要到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去进行血液透析治疗，每次去医院必
须持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不过，从前日开始，小
区附近的核酸检测点就取消了，社区改发抗原检测
到居民家中。没有核酸证明就去不了医院，父亲已
经耽误了一天治疗，为此，她十分着急。

接到电话后，“12345 记者帮你跑”栏目记者随
即通过南岸区委宣传部联系了南岸区海棠溪街道和
海棠晓月社区，从社区得知，他们也正在排查有特殊
就医需求的居民。

记者将情况回复蔡女士后，对方立即与社区取
得了联系。蔡女士告诉记者，社区推荐她父亲到龙
门浩社区卫生院去做核酸检测。

“太感谢了！今天我爸爸顺利做完核酸了，明天
他就去医院透析。”当晚，记者接到了蔡女士打来的
感谢电话。

（记者 张莎 周松 实习生 王凯）

□王瑞琳

“睡不好，心头焦”“好烦啊”……最近，
城市“静下来”了，一些市民的心却“躁起来”
了。足不出户的日子里，有限的活动范围和
严峻的疫情形势，难免使人产生烦躁和焦虑
等情绪，那些战斗在一线的防疫人员，更是
承担着体能与心理上的双重压力。及时为
那些心理状态欠佳的人做好疏导，筑牢心理

“防疫墙”，对于战胜疫情十分必要。

战胜疫情，尤其需要良好的心理状态。
俗话说“心情舒畅百病消”，没有好情绪支撑
正常的生活作息，人体的免疫力就会打个折
扣；没有好的心态，为击退疫情而绷紧的“弦”
就会有所松动，沉住的“气”就会变得浮躁，对
防疫工作的配合也会大打折扣……打好“心
理战”，也是打赢疫情歼灭战的题中之义。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障人们的身心
健全，是防疫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殊
时期，加强心理疏导，既要用好传统方式“守

株待兔”，也要积极作为采取各种方式主动
干预，切实防范各种极端情况的出现。

筑牢心理“防疫墙”，呵护心灵之花，需要
各方共同“浇水施肥”。连日来，市精神卫生
中心不仅开通网络视频心理咨询援助平台，
还再次集结起“精卫鸟”心理救援突击队；巴
南区、江北区、两江新区等区县纷纷开通心
理咨询、危机干预专线，为市民提供心理疏
导服务；各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教研机构联
合组建心理疏导专门队伍；西南大学等高校

组织专家通过热线电话向市民免费提供专业
帮助……相关区县、部门重视市民心理问题，
积极关怀居家市民、防疫人员、感染者等群体
的心理健康，这一暖心之举值得点赞。

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攻坚期、关键
期。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防疫工作者，都要主
动调节好心态，在特殊时期莫忘给心灵“按
摩”，给大脑“充电”，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多
与亲友交流沟通，通过阅读、观影等方式舒缓
心情、宣泄情绪，必要时向“心理援兵”寻求帮
助，继续认真做好个人防护。

唯有心灵和身体都棒棒的，我们才能真
正打赢这场硬仗。

筑牢心理“防疫墙”

□本报记者 张莎 黄乔 杨铌紫

疫情，让重庆这座城市突然安静了下
来。然而，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些情
绪——焦虑、不安、烦躁，并没有消停。

城市上空，一条条跨越时空的心理咨
询热线，架起了市民与心理咨询师之间沟
通的桥梁，让一份份焦虑不安消弭于无形，
让部分紧张的人们以平静坦然的姿态面对
疫情。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市民身
边的心理咨询热线，见证跨越时空的心理
慰藉。

为电话那头的人提供帮助

“谢谢你们，这几天我好多了。”11月19
日，听到电话那头轻松的答谢，南岸区希望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吴燕会心一
笑。

电话那头，是几天前找她哭诉的一位全
职妈妈。丈夫没在身边，上小学的儿子因为
上网课和她“杠”上了，全职妈妈情绪失控，
感到十分无助。

“语速很快，传达出的情绪是苦恼、否定、
愤怒。”吴燕说，她花了半个小时让对方一吐
而快，随后引导她做放松练习缓解情绪。

“你现在回到房间，靠着也行、躺着也
行。先深吸一口气，让气在腹部停留3到5
秒，慢慢往外吐。觉得舒服就闭上眼睛，再来
一次……”几次呼吸训练后，这位妈妈说话的
声音变缓变慢了，能和吴燕轻松交流了。

当天，是吴燕和她约定回访的日子。
吴燕在一家心理咨询机构上班。本轮

疫情发生后，她主动加入“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么周力所在机构组建的

“心光希望心理”危机干预救援队，成为一名
志愿者。从11月10日起，“希望心理”热线
20名咨询师轮流值班，通过电话、语音与求
助者交流谈心，帮他们走出阴霾，重拾信心，
每天要接40通热线。

每晚11点到次日凌晨5点是热线接听
高峰期，熬夜成了家常便饭。

在吴燕看来，倾听和陪伴是解决问题的
良方，倾听、共情、引导积极情绪是他们开展
心理疏导的主要步骤。每每电话那头说“谢
谢你”，吴燕和同事们都会满足的微笑，为对
方，也为自己。

“只要你倾诉，我就在倾听。”吴燕希望
通过自己电话这头的守候，为电话那头需要
帮助的人撑“一把伞”。

“接到电话，我们就会负责”

“老师，我想出去跟小伙伴玩，家里都待
烦了，还常常跟父母吵架，感觉我都不是他
们亲生的了……”接到这个孩子的哭诉，西
南大学基础心理学博士、心理学部心理咨询
与培训中心专硕教学主管吴波心里咯噔了
一下。

“这位同学，我能理解你的情绪，你一定
遇到了不能克服的困难。”吴波一边倾听孩
子的想法，一边耐心安抚他。

“你要是在家感到无聊了，可以跟自己
的同学打个电话聊聊天，或是一起玩玩游
戏。”“那我现在就给我最好的朋友打个电
话，顺便联机来一把游戏！”吴波给求助的孩
子支了招，孩子开心地挂断了电话。

从11月12日起，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成
立了由10多名专家和50余名志愿者组成的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市民心理关爱与疏导专业
团队，向市民提供免费的心理疏导和危机干
预工作，热线023-68367770接听时间为每
天9∶00—21∶00。开通8天就有150多个电
话打进来。热线安排了三个组轮流值守，每
组两名志愿者，每天还有两名专家进行督导。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咨询研究与培
训中心实践主管张新荷有过一次长达两个
多小时的通话。

来电者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出现自伤的想法。针对这种风险较大的
来电者，他们首先进行危机评估，然后尽量
稳定对方情绪，再想办法通知当事人的家
属，并联系警方，直到危机解除。

“这样危险的情形并不多，但只要接到
电话，我们就一定会负责。”张新荷说，这就
是心理咨询师的使命。

24小时“跨时空”的陪伴

“叮铃铃……”11月20日一大早，在九
龙坡区黄桷坪街道办事处一楼办公室里，电

话不时响起。这是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近
期开通的社区心理热线——“小蕾花开”心
理工作室。

“在家里办公比在单位忙多了，我感觉压
力好大！”打进电话倾诉的是一位“95后”上
班族小邹，她向心理咨询师赵蕾倾诉着困扰。

电话一打就是20多分钟。赵蕾注意
到，小邹时而在电话那头埋怨和大吼，时而
传来委屈的抽泣……

“小邹，我理解你，你有这些想法都是正
常的，而且你工作这么努力，是我们赞赏和推
崇的。”赵蕾耐心地倾听着，一边记录着小邹
的情况，一边用嘶哑的声音轻声安慰和鼓励。

半个小时后，小邹情绪逐渐稳定。“别被
工作绑架，要抓住一些尽可能的碎片化休息
时间，完全抛开工作，彻底静下来……”赵蕾
梳理着记录本上小邹的“郁结”，开始逐一给
出建议和解决办法。

挂电话前，小邹对赵蕾说：“赵老师，谢
谢您，我心里舒服多了，你教我的办法我马
上就试试！”

赵蕾笑着放下电话筒，继续在记录本上
做一些分析和补充。“我们的目的就是‘助人
自助’。”赵蕾说，倾诉其实是宣泄情绪的一
个好办法，小邹接受她的建议帮助，就到达
了“自助”的最终目的。

赵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事心理
咨询工作已经十几年。11月8日“小蕾花
开”心理工作室接到黄桷坪街道通知后，决
定开通 24 小时社区心理咨询热线 023-
81694576。

把8岁的孩子送回家后，赵蕾简单收拾
了两件衣服和一些日常用品，便在单位住了
下来。和她一起住下来轮流值守的，还有她
的同事赵碧，也是心理咨询师。

几天下来，这条社区公益心理热线共接
到求助案例87个，她们的声变得嘶哑。赵
蕾表示，她们会一直坚守公益心理热线，为
需要的人提供24小时“跨时空”的陪伴。

只要你倾诉 我就在倾听
——走进市民身边的心理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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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要防住·文明在行动

11月初，重庆多地疫情形势严峻。
国网永川供电公司党委闻令而动，充分
发挥三支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各自优
势，突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精准施策，
做好保电防控、保障“方舱”投运、协助
防疫消杀，在大战大考中，展现央企责
任、彰显国网担当。

争分夺秒 保障方舱医院投运

11月16日，经过国家电网红岩（荣
昌）共产党员服务队近3小时的连续调
试，荣昌区方舱医院用电设备一次投运

成功，为支持荣昌区防疫工作奠定能源
要素保障基础。

据了解，此次投运的方舱医院位于
荣昌区眼镜产业园，由15-16两栋厂房
改建而成，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设
置总床位数1000个。在接到用电申请
后，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启动抗疫绿色
通道，抽调由党员组成的骨干队伍，精
心优化施工方案，安装800千伏安干式
变压器2台，在最短时间完成用电设备
安装调试，为荣昌区方舱医院尽快具备
投运条件争取了时间。

骑行靓影 积极请战社区防控

11月15日上午，双桥经开区康桥
名邸小区突发疫情，在公共交通停运、
机动车辆无法进入封控区的特殊情况
下，国家电网红岩（双桥）共产党员服务
队发挥“双桥传奇”骑行服务优势，利用
自行车在小区封控的三个门卫室来回
运送社区提供的防疫物资，协助社区工
作人员巡视小区疫情防控关卡，积极做
好小区内1100多户居民的生活物资登
记投递和医疗物资分发工作。

为进一步保障管控小区用电稳定，
2名被管控在该小区的红岩服务队员主
动请战，第一时间配合管控区外队员开
展小区配电室、电源线路特殊巡视，并
进行24小时坚守小区保供电点，随时
做好停电抢修的内外配合工作。

逆行而上 防疫消杀中显担当

“我们报名去中山路街道和大安街
道！请组织批准。”这一声声铿锵有力
的话语，来自永川区”水电气讯”红岩共
产党员服务队的11名青年员工。他们

主动请缨，向组织递交了“请战书”。
根据永川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

公司迅速组织突击队员参加全区中高风
险区病毒消杀工作。在持续4天的时间
里，11名突击队员参加到全区9个现场
病毒消杀小组，奔赴中山路街道、大安场
镇、华新水泥等114个高中风险疫点，一
丝不苟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精准到位消
杀采样，完成2.3万余平方米范围各类物
件“无死角、无盲区、全覆盖”消杀及采
样，为全区疫情防控作出了积极贡献，赢
得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高度赞扬。

一个党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一
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接下来，国
网永川供电公司党委将进一步激发党
支部和党员先锋力量，以“水电气讯”红
岩共产党员服务队为平台枢纽，广泛团
结供区内其他能源保障企业，共同为坚
决打赢这场疫情歼灭战贡献力量。

赖小龙 艾黎 张晓杰

国网永川供电公司“疫”不容辞 挺身一线

同心抗疫 保电担当
供电企业在行动

□本报记者 陈国栋

11月以来，重庆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
复杂，牵动人心。全市广大人才特别是重庆
英才响应号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技术优
势，携手并进筑防线、同心聚力战疫情，以实
际行动为打赢疫情歼灭战提供有力支撑。

冲在一线，守护人民生命健康

在全市抗疫的各条战线上，重庆英才冲
在一线，用专业优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

11月8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王导新作为重庆市新冠肺炎医
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再次进驻市公共卫生救
治中心，带领团队全力开展新冠患者救治，并
向全市医务工作者视频讲授最新的新冠救治
技术，指导多家区县医院诊疗救治工作。

这是他今年第四次进驻市公共卫生救
治中心救治新冠病例。每天工作“连轴转”，
尽管难掩疲惫，王导新说：“疫情不退，我亦
不退。”

在悦来方舱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
童医院副院长何大维带领250余名医务人
员连续作战，确保方舱及时接收患者；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赵庆华，
创新工作流程和人员管理模式，有力有序推
动方舱医院运转。

驰援西藏抗疫近3个月，11月7日回渝
隔离结束后，市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主任廖
璞主动请缨，直接投入疫情防控一线。

研在一线，强化战疫科技力量

抗击疫情，是一场与病毒较量的科技
战。重庆英才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为疫情防控赋予强大科技力量。

国家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项目首席科
学家、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带领团队研
发的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得到广泛应
用，为抗击疫情提供了科技“武器”。

结合“疫病”新发特点、气候及地域特
征，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李延萍牵头制定新
冠肺炎中医药防治推荐方案（第四版），推动
中医药在新冠肺炎预防、治疗、康复中发挥
更大作用。

11月7日，智飞生物第二代重组新冠疫
苗国际临床试验以视频会议形式，在中国和
乌兹别克斯坦同时启动。重庆市杰出英才
奖获得者、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蒋仁生表示，与第一代重组新冠疫苗

相比，第二代疫苗覆盖了当前广泛流行的奥
密克戎亚变种。

科技加持，防疫工作精度速度不断提
升。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华东带领团队紧
急建设病原体检测、突发传染病流行病学调
查信息化系统。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
院组建团队开发流调信息可视化系统、时空
交集分析平台、混管追阳一体化平台。这些
平台系统迅速投用，让疫情传播链条、感染
源头、发展走势清晰可见。

“作为引进类新型研发机构，关键时刻，
我们必须与重庆共克时艰。”北京大学重庆
大数据研究院院长胡俊说。

沉在一线，让防疫更加走心暖心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战线。重庆英
才积极向社区报到，迅速转换身份，当好疫
情防控“服务员”。

近日，市民政局组建重庆英才社会工作
服务团，开通应对疫情社会工作心理援助热
线，向公众免费开展心理疏导、关系调适、危
机干预。重庆市冬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发
出倡议，号召全体员工就近向所在街道或社
区报到，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重庆市杰
出英才奖获得者、中心主任李长洪带头在线

上开展特殊人群心理关爱服务，“有事情有
需求，尽管放心交给我们。”李长洪说。

开州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周贤文牵
头，迅速制定全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实施
预案，带领团队深入一线开展现场指导。

育在一线，讲好抗疫这堂“大思政课”

面对复杂疫情形势，重庆英才坚持因势
利导，一堂堂“有滋有味”、形式多样的疫情
防控“大思政课”正同步进行着。

重庆邮电大学校长高新波连续在线上
为师生作专题报告，勉励大家努力学习、练
就本领、服务人民，为战“疫”提供科技和人
才支撑。

“事实证明，我们党和国家应对疫情真
正践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西南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琪积极投入到
学校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同时在云端上思政
课，为学生讲述关于信念、责任、担当的故
事，引发同学们共鸣。

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江津区、云阳县
等区县纷纷发出倡议、积极动员，引导人才参
与抗疫。目前，我市各类人才踊跃行动，广泛
参与核酸检测、疫苗和药物研发、流调分析、
物资保供等，构筑起一道道疫情防线。

疫情形势严峻，重庆英才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同心抗疫——

“关键时刻，我们与重庆共克时艰”

短评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居家久了，还是要锻
炼身体，愉悦心情。”11月18日，市民张健对重庆日
报记者说，他每天都要居家运动，还参加了重庆市社
会体育指导中心推出的居家健身展示（挑战）大赛。
眼下，和张健一样居家运动的市民还有很多，大家通
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调整心态，增强了打赢疫情歼
灭战的信心和决心。

11月16日，市社体中心推出居家健身展示（挑
战）大赛。在项目设置方面，既有平板支撑挑战、一
分钟跳绳等个人项目，也有亲子仰卧等家庭项目。
大赛还特别开设了居家健身创意秀项目，设置了防
疫及健身知识竞答。这些项目简单易行、充满趣味，
如果不会做还可以跟着视频学，受到市民欢迎。

张健介绍，他参加了大赛的平板支撑挑战、一分
钟跳绳、居家健身创意秀3个项目。“平常，我一周要
运动四五次，很喜欢跑步和打羽毛球。虽然这些天
不能在球场打球，但我还是经常在家练习颠球和对
墙击打羽毛球，创意秀就是秀的羽毛球趣味玩法。”
他说，除了打羽毛球，他还坚持在家练习俯卧撑、平
板支撑、仰卧起坐，“吃了睡睡了吃，体重蹭蹭蹭上涨
可不行，要保持身心健康。”

市民李佳玲参加了居家健身展示（挑战）大赛的
全部项目。“运动对生活而言很重要，每天我们一家
四口都要跳40分钟健身操。”她看到居家健身展示
（挑战）大赛的消息后就马上参与了。“参加的人很
多，重在参与嘛。希望大家都能量力而行，选择适合
自己的运动，每天动一动，心情自然好一些。”

居家健身展示（挑战）大赛还吸引了好多小朋友
参与。8岁的刘思恩喜欢跳舞，在居家健身创意秀
项目中，秀出了自己的舞蹈基本功。她的妈妈李梅
香告诉记者，她喜欢在跑步机跑步，女儿喜欢跳舞、
跳绳，丈夫喜欢做俯卧撑，宅在家中也要活力满满。

据了解，居家健身展示（挑战）大赛仍在开展之
中。为鼓励更多市民参与，活动设置了包括卷腹器、
瑜伽垫、拉力器等丰富精美的纪念奖品，同时凡参与
者均可获得纪念证书。市民只需关注“重庆社体”微
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中的“居家健身”即可免费参
与。

居家健身展示大赛
吸引众多市民参加

文化大餐“云”上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