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新闻 2022年 6月 11日 星期六 3责任编辑：赵昂

E－mail:zhaoang880318@163.com

本报记者 陶稳 赵昂

“每次心理焦虑，会通过手机跟家人朋友

交流。”今年 2 月，来自安徽的刘全影陪家人

到上海看病，滞留至今。滞留期间，物资购买

不便，天天有开支，却日日没收入的情况，让

她一度陷入心理焦虑。

像刘全影一样曾经陷入焦虑的人还有很

多，他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排解焦虑，再次出

发，迎接明天。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曾荣为

该市封控区居民进行过线上心理咨询，她发

现，存在心理焦虑是普遍现象，大部分居民通

过自我调节，也有一小部分寻求心理咨询，

“大概占十分之一左右”。

失控感带来焦虑

在曾荣看来，焦虑的原因在于失控感，包

括对外失控和对内失控，“对外，每个人都有

社会角色，也能在习惯的社会规则中自己决

定并掌控一定的事物，疫情之中外部条件的

限制和改变无法外出，让掌控感消失了。对

内，人们通常每个人在自我控制和惯性规律

中生活，在生活中都有自我控制，长期居家是

对自控力的很大挑战，会让自控力下降，当原

有作息无法坚持，就会产生挫折感。”

在线上咨询的事例中，有的因无法上班

担心失去收入，有的因居家无法按预定计划

办事，有的苦恼孩子线上学习停课带来不便，

而线上咨询的大学生，多是因为线下停课，难

以坚持自控而焦虑。“这些事情，平时都有渠

道能解决，当这些渠道都失去时，或者居民不

知道有哪些渠道能解决时，就会焦虑。而且

这种焦虑感会‘交叉传染’，让身处其中的人

感到更加压抑沮丧。”曾荣说。

在老家的刘全影，有着自己的社会角

色。年近 50 岁的她是村里的妇女副主任，

经常组织文化活动，还参与运营免费的图书

借阅室，每天乐观向上。但滞留上海则不

同，家中亲人生病，因不能及时入院治疗导

致病情恶化，后来在院结束治疗，却因疫情

无法返乡，只能租住在上海的小区，很少与

人交流。

由失控产生的焦虑感，39 岁的“宝妈”张

凡也深有感触，因为疫情，一家三口处于跨省

分居状态。2020 年下半年，张凡带着儿子从

北京转学到天津，老公留在北京工作。

孩子在家上网课很“废”家长，“电子产品

干扰孩子学习，家长要时刻监督，要提示用眼

健康，要辅导作业，时刻关注班级群……”张

凡说，一家人想团聚，但京津往来并不方便。

现在，张凡每天的生活，就剩下做饭辅导，和

孩子吵架……却难有人交流。

相比之下，作为海南一家影视投资公司

的部门总监，28 岁的李冠霖还能通过交流来

缓解焦虑——找朋友聊天撸串，还好当地并

未停止堂食。“电影院停业，我们也会停业，工

作不稳定。”他坦言，影院片源少，很多电影在

不断撤档，上座率也不高，有的商业体不给影

院减租。刚刚过去的端午档，全国电影总票

房只有 1.78亿元，同比回落 61.9%。

调整心态适时应对

张凡同样焦虑收入。今年初，她跟朋友

合开早餐店，因为疫情生意并不好，目前关

闭，虽未招聘更多员工，但房租要照付。但她

还很庆幸，丈夫起码还能在京工作。一些居

住在天津的人，因为通勤不便不得不放弃在

京工作，返津上班，薪资却不及北京的一半。

在杭州一家房屋租赁公司工作的王小

龙，今年 28 岁，“肉眼可见”的“收房难”让他

感觉到焦虑。库存房源租不出去，收新房也

很难，“房子不好收，很多人业绩下滑，相应工

资也下降。我的工资下降了好多。”

以前跟业主谈生意不管远近都开车，现

在节省开支出行工具变自行车。“工资下降，

很多人却不敢离职，怕找不到工作。”王小龙

说，他一个朋友年初离职，一直没找到合适工

作，只能又回来复职，还好公司接纳了。

王小龙手中的房源，许多是租给毕业生

的。“没法收快递外卖都能克服，但问题是没

法离校实习，没法参加线下招聘考试。”今年

即将从东北一所 211院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

费翔，已经放弃很多应聘机会，这让他焦躁不

安，“有几家单位希望我先去实习再签约，但

不能离校没去成。”

作为一名在京 211院校计算机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今年即将毕业的樊录钰本来是不

愁工作的，因为在京程序员岗位多、收入高。

即便已经和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签约，但他

依然陷入焦虑，因为“大厂裁员”早已登上热

搜，他担心工作是否具有长期稳定性，“会不

会刚上岗就被‘优化’。”

在曾荣看来，疫情势必会导致原有的诸

多工作计划和生活预期被打乱，由此产生焦

虑。要先接受事实，焦虑感也可以看作是一

种动力，然后重新调整计划。而这不仅需要

个人调整，也需要有关方面予以支持。

培养更多掌控感

让费翔焦虑得以缓解的是，各项就业扶

持措施陆续出台，学校也组织了不少线上招

聘会，6月初毕业生可以相继离校，参加线下

招聘和实习，经过不断努力他找到了工作，甚

至在期待毕业旅行，“如果条件允许。”

费翔还每天坚持体育锻炼，坚持学一点

新东西。这样的方法，王小龙也在用，他边

工作边学习行业新知识，提升职场竞争力。

“目标就是多存钱，在杭州买房安家，虽然行

业现在不景气，但未来一定能复苏，我要有

知识储备。”

曾荣表示，培养健康的小习惯、小目标，

比如“认真做一顿饭，学一点新东西”，有助于

缓解焦虑，目标不宜过大，可以一点点加码。

她还建议，社区要在缓解居民焦虑中发挥作

用，“让居民了解到哪些困难可以找社区帮

忙，并感受到社区是‘可及’的，就在居民身边

的，群里@是有积极回应的，让居民有更多掌

控感，掌控感是安全感的一部分。”

张凡也计划通过更多渠道提高收入，既

减轻家庭负担也缓解焦虑。儿子即将升入初

中，她计划让儿子读一所寄宿中学，这样自己

也能工作。

刘全影学会了用手机交流，还学会了开

直播。喜欢做手工的她，每天也会留意生活

小细节。比如，做饭间隙用废弃菜叶拼成图

案，分享在朋友圈，缓解自己，也能让别人开

心。学会经营电商的她，开展公益助农活动，

帮助家乡人在网上卖农产品，也有了收入。

现在，刘全影已经可以离开小区外出，这期间

她学会的技能，将有助于返乡创业，她相信，

“排解焦虑，明天会更好”。

焦虑源于失控感，无法自己决定并掌控一定事物

他们这样排解焦虑，再次出发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我来自福建福州，1998 年出生，来新疆

四年了”“我来自云南，今年 20岁”“我来自安

徽，今年 27岁，孩子刚刚五个月”……他们来

自五湖四海，曾是军人的他们脱下军装穿起

警服，祖国边疆仍是他们的诗和远方；他们是

驻扎在新疆边境线上的民警，“兵”到“警”，从

懵懂少年到乡亲心里的顶梁柱，他们用脚步、

用真心真情守护着边境上的每一个村落、每

一处土地。

慢慢走进基层

天山脚下，戈壁小村新开了一间“爱心小

屋”，走进小屋，正对着的是两排衣服，从夏至

冬各不相同。屋内左手边，整齐摆放着学习用

品和玩具，以及供大人用的雨靴农具等。右手

边是一排两用桌子，上面放着书籍，还有备用

的电源插座、微波炉等，屋子的最里面还有换

衣间。

“这是今年 2月建的爱心小屋，给村民提

供农闲休息场所，让村里的孩子能够读书学习

和游戏。”新疆阿克苏地区英阿瓦提边境派出

所库齐村警务室民警陈皓介绍说，他是这间小

屋的发起人。

24 岁的陈皓来自福州，2019 年他脱下军

装换上警服，来到库齐村警务室成为移民管理

警察。初来时语言不通，“刚开始感觉做什么

都很难，但是所里的前辈会交流经验，手把手

带我，后来就干得很顺了。”

2021年春节探亲时，他看到家乡有“党员

服务驿站”，想起村里的孩子放学后想读书学

习，要去很远的地方，想到种田的乡亲在午休

时，只在田间吃干馕冷饭，想到孤寡老人、孩童

需要保暖的衣服……在走亲戚的时候，陈成说

服亲戚中“做衣服、鞋子加工的”，获得了一批

“亲情赞助”。在英阿瓦提派出所全员努力下，

库齐村“爱心小屋”在年后就开业了，当天就迎

来了很多村民和孩子。“我很喜欢这里，能读

书，还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沙包。”11岁的赛丽

麦·艾麦尔说。

如今，这间“爱心小屋”成了村里的一部

分，村里安排了党员志愿者负责帮忙。“这里

就像我的家一样，我尽我所能做到更好。”陈

皓说。

从东北话到柯尔克孜语

乌恰县吉根乡是我国最西端的乡镇，群山

下的吉根乡铁克塔什恰提护边员驻勤点，传出

一阵“嘟～嘟～”的哨声，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

的踏步声，这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边境管理支

队吉根边境派出所民警齐利莹正带着护边员

准备一天的勤务。

“第一小组负责卡点检查，第二小组跟着

我一起巡逻，其余的人驻守在原地，中午暖和

的时候，要去河里取水备好。”齐利莹用流利的

柯尔克孜语说到。护边员执勤点距离中吉边

境只有 30多公里，负责 6个通外山口的边境管

控任务，由于位置偏僻，驻勤点至今都没有通

长明电和自来水，更没有移动通讯信号，他们

只能用太阳能维持基本用电，饮用水全部取自

河坝，一部固定通讯电话是唯一能联系外界的

工具。

4年前，齐利莹还是用东北话夹杂手势和

群众交流，“很多工作在交流上就花费很长时

间。”他开始自学柯尔克孜语。在平时的工作

中，齐利莹坚持用柯尔克孜语和护边员交流，

不懂的地方就问，然后在本子上记录下来，晚

上趁着休息，他再反复发音练习。“看他的认真

劲儿，带动着我们也学了起来。”吉根边境派出

所教导员田菲菲说。

从一个发音开始，到今天的流利交流，乡

里的每一户人家几乎都是齐利莹的老师，他也

和群众打成一片，“大家有事儿就喊我的名字，

因为不好发音，都喊我‘齐零零’。”齐利莹笑着

说，“看着派出所里建起夫妻警务室，我也想接

女朋友过来，在这里成家扎根。”

“手机号就是报警电话”

“喂，警官，我的钱到账了。”乌什县英阿瓦

提乡苏尔滚村村民阿布力米提·吾布力激动地

说。4月底，随着最后一笔款到位，该村 18名

乡亲的工资全部追回，“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能

报警追回钱。”

去年，阿布力米提听说，有一家公司在招

工人管理土地，一个月 2000元，他和村里另外

17个人一起去上班。结果公司资金紧张，没法

结工资，“一直都在联系，每次都说下次，今年

都开春了还没有给。”阿布力米提说。

今年 3月，苏尔滚警务室民警西热爱力·

吐尔洪和熊海聪在入户走访时，得知此事。之

后警务室和乡政府对接，并联系该公司，在警

务室的调解室里不停沟通调解。最终，该公司

承诺在今年5月前结清所有工资。

在苏尔滚村，调解室帮村民解决了很多问

题。“我们通过报警方式就能知道本地人还

是外地人，因为本地人都打我们的手机号。”英

阿瓦提派出所副所长吾尔开西·阿布力来提

说，他们的手机 24小时待命，“两口子半夜吵

架，接上电话就去调解；谁的牛羊丢了，一个电

话就出警。群众的事情没有大小，只要联系我

们，就一定会到。”

驻扎在新疆阿克苏地区英阿特边境派出

所的 5 位民警，平均年龄 23 岁，“我们辖区有

1000 多名护边员，每年都要帮着老乡一起转

场。”英阿特边境派出所民警马大松说。“刚到

这里时只有房子，其余都空荡荡，一片石头戈

壁盐碱滩。”民警杨庆鑫说，“这些草皮都是我

们从草场一点点带下来，养出来的，不然戈壁

滩根本种不出草。”望着眼前的绿意盎然，如果

不是旁边广阔的石头戈壁滩，很难想象置身于

戈壁荒原上。

用真情守护边界上的“第二故乡”

对外，每个人都有社会角色，也能

在习惯的社会规则中自己决定并掌控

一定的事物，疫情之中外部条件的限制

和改变无法外出，让掌控感消失了。

对内，人们通常每个人在自我控制

和惯性规律中生活，在生活中都有自我

控制，长期居家是对自控力的很大挑

战，会让自控力下降，当原有作息无法

坚持，就会产生挫折感。

阅 读 提 示

江苏常州复工复产

按下“加速键”

6月 9日，在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的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人们在
生产车间进行生产作业。

江苏省常州市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基础上，全力以赴保生产、稳运行，多措并
举加大助企纾困落实力度，全力拉满重点
行业、重点企业复工复产“进度条”。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由中铁十五局五公司承建的恩阳河特大桥位于四川省巴
中市恩阳区，桥长865米，最高桥墩36.5米，横跨恩阳河，是苍
巴高速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负责人贾辉表示，他们通过多
种措施，在保持高效施工的同时做好环保工作。 赵纯杰 摄

强化基层治理，“城中村”变“城中景”
本报讯（记者李丰）“去年，政府出资为寨子修建了沥青

路，村里的风貌大有改变。但最让她满意的，是在老旧房屋改

造上，大家都有机会参与，为村里建言献策。”6月 8日，贵阳市

四方河村村民龙兴琴告诉记者。

去年 11月，贵阳市正式启动农村“五治”工作，聚焦治房、

治水、治垃圾、治厕、治风五个方面，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如

今“城中村”变“城中景”，旧貌换新颜。

后巢乡位于贵阳市中心区南明区南部，全乡总人口 9.4万

余人。常住人口多、管理难度大，违建临建、垃圾死角多……

与大多数“城中村”一样，存在着“痛点”。2021 年起，后巢乡

党委瞄准老旧房屋存量等问题，创新推广共建共治共享的五

治模式，通过组织召开坝坝会、村委会、进村入户等方式，一方

面宣传老寨子签约改造，控制违法建房；另一方面主动听取村

民对政策的意见、建议，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

动性，充分发挥农村‘五治’试点的典型示范带动作用。

龙兴琴告诉记者，过去，家里人口增加了，大家都会在自

家楼上再建新屋。一开始村里规定不允许自建房时，不是很

理解，后来慢慢理解了政策，并明白了自建房的危险。不仅如

此，乡里的工作都会公示告知村民，不断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

策，积极推行重大事务决策“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共建共治

共享的方式，获得了大多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今年 2 月，后巢乡还举行了四方河村老寨子农村“五治”

共建共治共享产业发展合作签约仪式。围绕打造贵阳城市中

心特色村寨文化旅游新样板的发展定位，以政府为主导，“企

业+村委会+村民”的产业发展合作模式进行，共同开发四方

河村老寨子优质旅游资源，着力建设集度假、消费、文娱、服务

等产业于一体的城市中心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

在五治推进中，贵阳市南明区还积极引入“村干部+村

民”工作机制，让村民和村干部面对面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充

分激发了村民们的内生动力，构建起干群一心，共创美好家园

的新局面。

本报记者 邹倜然

6月 7日，2022年高考作文题新鲜出炉。浙江高考语文作

文题中提到了浙江近年来多名高层次青年人才。其中，在浙

江省玉环市工作的设备维修员杨杰的故事被引用了——“90
后青年工人杨杰，从一名普通的学徒工成长为‘浙江工匠’，获

得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

杨杰是 90 后，作为一名技能大师，他很年轻。“学习是一

件永无止境的事，停下来就会被淘汰，只有匀速奔跑，才能得

到更多机会的垂青。”这是杨杰一路走来的感受，也是他不断

突破、提升的内生动力。2011 年中专毕业后，杨杰离开家乡

湖北省黄梅县，进入玉环凯凌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维

修科一名普通的学徒工，从事设备检修工作。从此，杨杰踏上

漫长而艰辛的学习之路。

他与师傅李彦斌形影不离，认真观察、仔细揣摩师傅的每

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稍存疑虑，便要缠着师傅问到底。有

时为了弄清一个原理，他就翻出图纸反复琢磨、研究，像一块

海绵汲取着知识的养分。“不懂就问，每天修完设备下班后，我

都在自己的电脑上记录一遍，慢慢尝试制作每台设备的工作

原理说明书，这样可以让自己更加了解设备的原理构造，维修

起来也更加便捷。”杨杰说。

在努力学习中，杨杰的技艺专精获得提升。车间里曾有

三台旧淬火炉，如果杨杰不改造，它们的命运可能就是卖废铜

烂铁，“原来电器控制装置已用了 10 多年，控制设计落后，故

障率高，安全控制失效。”经过电气控制改造，重新设计控制程

序，控制电器装置安装调试，降低了故障率，控制更加安全和

完善。在兼顾维修设备的同时，完成电气和机械的全体改造，

历时一年多，为公司节约了 20多万元。

他的努力也带来了回报，2013 年参加了当地的职业技能

大赛，以维修电工组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玉环县技术能

手”和“青年岗位能手”，并获得高级电工证书。此后，他在台

州“全市职业技能大赛”中再次夺冠，并获得了“数控机床装调

与维修”工种的技师证书。

2019 年 4 月杨杰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2022 年 4
月，获评玉环市首届工匠年度人物。

今年，杨杰开始了自主创业之路，他成立了一家非标自动

化设备公司。“我感觉技术改造升级已经到了瓶颈，我不想吃

老本，年轻就要拼博！”杨杰在干江有了一间工作室，为企业做

装备订制。“玉环有那么多小微企业，我相信他们的装备肯定

需要订制、改造，前景肯定越来越好。”

秦皇岛有了社区护苗联盟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陈雪）近日，河北省秦

皇岛市举办海港区东环路街道东华里社区护苗联盟授牌仪

式，市、区有关领导为东华里社区护苗联盟 8 个成员单位授

牌。据悉，这是河北省首个社区护苗联盟。

东华里社区是老旧小区，社区情况复杂，管理难度大。社

区党委探索新形势下“扫黄打非”工作新思路、新举措，把辖区

的社会组织、商户、志愿者、共建单位组织起来，组建了社区护

苗联盟，统筹各方优势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社区

搭建护苗联盟“一站两点”，以社区“扫黄打非”工作站为核心，

指导辖区单位设立共建联络点，社区商户设立线索直报点，在

辖区形成了治理有方、引导有效、市场有序的护苗工作格局。

海港区检察院是此次护苗联盟成员单位之一，该院第一

检察部副主任王丽娜介绍，作为属地共建单位，检察部门将加

强同社区党委的沟通协作，积极推动未成年人家庭、学校、社

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形成合力，齐抓共管为未成年

人撑起一片法治蓝天。

被写进高考作文题的90后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