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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玉洁） 日
前，交警开发区中队组织警力走
进开发区中心学校，在学校小礼
堂为180余名学生送上了交通安
全知识讲座。

交警结合学校周边道路交
通状况和典型事故案例，通过
PPT 课件，从“一停二看三通
过”“遵守交通信号灯”“安全
乘车”三方面详细讲解了交通
安全常识。同时，通过互动提
问的方式，对安全、文明出行
和加强自我防护等重点内容进
行强化，引导学生重视交通安
全、遵守交通法规、提高自我
保护能力。

通过宣传教育活动，大大提
高了学生们的交通安全防范意识
和自我防护能力，同时也号召同
学们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从小事
做起，抵制不文明交通行为，争
做文明交通参与者。

今年春季疫情期间，沧州
市心理健康志愿服务总队面向
社会，开通了疫情防控心理咨
询热线。

一对外来务工的年轻夫
妻，滞留在沧州无法归家，住
在宾馆每天只能吃些简单的
饭菜。妻子刚刚怀孕，担心胎
儿营养不良，陷入极度焦虑与
恐慌中，接连两次拨打热线电
话求助。志愿者不仅细心地安

抚她的情绪，而且咨询市妇幼
保健院的专业人士，为这名准
妈妈提供孕期指导，帮助她消
除紧张和不必要的担心，维护
身心健康直到解封。

一位“70 后”女士，做
了 20多年商场销售员，始终
独身一人，没有成家。居家期
间，父母每日与她视频，诉说
心中的担忧，女士也越想越觉
得压抑、焦虑。听完这位女士

的倾诉，志愿者在悉心安慰的
同时，还答应做她的“红
娘”，为她完成这件人生大事
助一臂之力。听了志愿者的
话，电话那头的女士终于放下
心理包袱，开心地笑了。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志
愿者刘立京在线上先后回复了
7000多名网友的留言，帮助他们
消除恐慌，安心居家，以积极乐
观的心态面对和抗击疫情。

消恐慌 抚情绪 巧引导
公益热线 传递抗疫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 通讯员徐元元）
为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传播“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日
前，沧州高新区和园社区开展了志愿服务
活动。

活动特别邀请了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康
复院区心内科、糖尿病科、推拿科的多位专
家和沧州高新区天蕴理发店的工作人员，为
辖区居民提供义诊和免费理发服务。

一大早便有不少居民闻讯赶来。在社区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有序排队、签到，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

前来理发的人络绎不绝，志愿者们热心
服务，一边亲切地与居民唠家常，一边根据
大家的要求，细致地理出适合他们的发型。

另一边，医务人员正忙着为老人们测量
血压和血糖，同时还精心为大家讲解预防高
血压、糖尿病等知识，提醒居民们平时多加
强锻炼，注意健康饮食，发现头晕不适等症
状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此外，还对社区一些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高危人群进行登
记跟踪服务，通知他们定期到医院体检，以
便及早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

此次活动，为近 80名居民提供了义诊
和免费理发服务，让大家感受到了社区的关
爱。同时，社区志愿者也向更多的老人宣传
了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

今后，和园社区将结合居民实际需求，
提供更多、更好、更贴心的志愿服务，不断
提升居民幸福感，增强社区凝聚力。

深秋时节，为了让孩子们感
受丰收的喜悦，体验劳动的乐
趣，沧州市育红小学开展了劳动
教育系列实践活动。在学校的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大家掰玉米、
采瓜果、刨花生，挥汗如雨，乘
兴而来，满载而归。

掰玉米有诀窍

田间小路，阡陌交错，大自
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同学们来到
田间，看着一排排挺立的玉米秆
上面成熟的玉米，不禁跃跃欲
试。活动开始前，农民爷爷给孩
子们讲解了玉米的相关知识，并
且告诉大家如何收获玉米。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劳动教育重在动手，重
在实践。孩子们有序地进入到玉
米地，才发现，想要掰下玉米并
不是那么容易。使蛮力不但会直
接把玉米秆掰断，更增加了掰的
难度。看似简单的掰玉米，也是
需要经验和技巧的。

同学们认真观察，在农民爷
爷和老师们的指导下，很快掌握

了掰玉米的窍门，干活速度越来
越快。玉米地里笑声不绝于耳，
风儿吹过，玉米叶“唰唰”响，
好似在为孩子们的辛勤劳动鼓
掌。

捧着亲手掰下的玉米，孩子
们脸上露出收获的喜悦与自豪。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
劳动实践课以后，大家更加明白
诗词中的深意，心中也更多了一
份对农民辛勤劳动的敬意。

果园里采摘丰收果

五颜六色的果园就像一幅连
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心旷神怡。
梨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梨，苹果
树上是红彤彤的苹果，山楂树上
是一簇簇的“棒棒糖”。“哇！这
个梨好大！”“这片叶子下藏着一
个！”“这棵树上的梨真多啊！”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奔向果园。

不过，刚开始采摘不久，同
学们就发现了问题。直接从果树
上往下揪，在果实揪下的一瞬
间，由于树枝晃动，很多果实掉
落到地上，都摔裂了。

通 过 观
察农民爷爷
采摘的方法，同学
们改变了策略。小伙伴们团结协
作、齐心协力：有的小心翼翼地
拉低树枝，有的踮起脚尖摘下成
熟的果实，还有的负责装进袋
子。

孩子们品尝着甜美的丰收果
实，互相交流着劳动的快乐。还有
很多人摘下的苹果和香梨一个都不
舍得尝，要带回家和爷爷奶奶、爸
爸妈妈一起分享。

刨花生也快乐

花生地里，同学们不怕烈日

照射，不在
乎汗水滴落，几人
一组，分工明确：

有的负责刨花生、有的负责收
集，还有的负责转运整理，忙得
不亦乐乎。每个队员都是快乐的
小蜜蜂，真正体会到了劳动的辛
苦和乐趣。看到自己的劳动成
果，大家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笑
容。

虽然累得满头大汗，小手上
都是泥土，但同学们眼中依然闪
烁着幸福的光彩：这样的劳动课
太好玩啦！土地可以结出这么多
美味的果实！以后我们要好好学
习劳动知识，用劳动创造幸福的
生活！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为解
决老年人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问题，帮助他们更好地
了解医保政策，近日，运河区医
保局联合解放西路社区开展了

“智慧助老”志愿服务社区行活
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向老人们
详细讲解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
智能手机，解决老年人在疫情防
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
了解智能手机在出行、就医、参
保、医保待遇享受等方面的便
利，同时提醒老人们注意保护个
人隐私，提升防诈骗意识。

针对老年人关心的医保政
策，特别是城乡居民“两病”门
诊用药报销政策、参保缴费流
程、异地住院转诊备案和报销政
策等问题，工作人员不仅进行了
细致地解答，还现场发放了明白
纸和宣传册。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不仅帮助
老年人跨越了“数字鸿沟”，而
且让他们对医保政策有了更加透
彻的了解，得到了老人们的一致
好评。

沧州市实验小学沧州市实验小学

拒绝校园欺凌拒绝校园欺凌
营造和谐环境营造和谐环境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为进
一步净化学校育人环境，弘扬校
园正气，沧州市实验小学日前启
动了“拒绝校园欺凌，共建和谐
校园”专题教育活动。

升旗仪式上，学校通过国
旗下讲话，生动形象地为大家
讲解了“什么是校园欺凌”“怎
样预防校园欺凌”，并从学校安
全、纪律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教
育，倡议全体学生团结友爱、
互帮互助。

班队课上，班主任通过播放
预防校园欺凌的小视频等形式，
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校园欺凌的
危害，提升预防校园欺凌的意
识。同学们认真地讨论，表示要
用自己的真心关爱他人，团结友
爱，让校园处处充满阳光。

书院剧场里，来自车站派
出所的 5 位民警，为六年级的
学生进行了预防校园欺凌的宣
讲。警官从校园欺凌的定义、
欺凌的各种表现、被欺凌的后
果、欺凌者的后果、如何对欺
凌说不、如何预防欺凌六个方
面，为大家讲授了校园欺凌的
危害。民警们还以情景剧再现
欺凌现场，向同学们展示了在
欺凌中如何自我保护、如何向
欺凌者说不。

最后，同学们一起完成了有
关校园欺凌内容的调查问卷——
《今日的认真对待就是明日的阳
光》，并郑重签下预防校园欺凌
承诺书，决心不断加强法律学
习，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沧州开发区中心学校沧州开发区中心学校

文明交通进校园文明交通进校园
安全意识记心间安全意识记心间

运河区医保局运河区医保局

智慧助老智慧助老
详解医保政策详解医保政策

“同学们，感觉压力山大或是焦虑不已

时，千万不要紧张，也无需惊慌。下面两个

方法能够帮助大家释放压力、舒缓心情……”

日前，沧州市心理健康志愿服务总队走

进市第五中学，与百余名学子面对面，通过

视频化教学和体验式团体辅导，为同学们减

压赋能。

自2020年10月成立以来，这支由500余
名卫生部门的心理治疗专家、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者和拥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书的志愿者

组成的服务队伍，义务为全市有需求的组织

和个人提供专业化、系统化心理辅导，帮助

广大市民加强心理营养，纾解不良情绪，积

极面对困难，感受生活的美好。

前不久，沧州市心理健康志愿服务总
队队长于丽丽，又接到了黄骅女孩儿小羽
（化名）的电话。小羽向她汇报了近期的生
活和学习情况，于丽丽鼓励小羽再接再
厉，好好照顾奶奶和大伯，有事随时与她
联系。

于丽丽与 17岁的小羽相识于一次进乡
村志愿服务活动中。那一回，于丽丽和志愿
者们来到小羽居住的乡村，入户走访，了解
到小羽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妈
妈离家出走，小羽和奶奶相依为命，还要照
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大伯。从此，志愿者们与
小羽结成了帮扶对子，不仅关注她的心理健
康，而且定期回访，帮助小羽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还为她联系技能培训机构，让她
学习一技之长。

像小羽这样的受助者，还有很多。
走进乡村的志愿者们还关注留守儿童，通

过团体心理辅导，给予孩子们正向引导，帮助
他们树立自信和阳光的心态；关注进城务工人
员，为他们纾解生活压力带来的负面情绪；关
注妇女和老人，教他们科学养育孩子。

志愿者们为社区居民传播心理知识，提
供咨询与辅导，为家庭教育出谋划策，帮助
大家营造良好生活和家庭氛围。

两年间，沧州市心理健康志愿服务总队
深入社区、学校和乡村，开展各类活动239
场，3500余人因此受益。

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 家庭关系
逐一协调 化解“中年危机”

人到中年的老高，曾深陷
痛苦之中。在单位，他是一个
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加班成了
常态，有时还会熬夜至凌晨一
两点钟。父母双双患病，需要
人照料。女儿原本成绩优异、
性格开朗，但是升入小学三年
级后，突然变得敏感、多疑、
不自信，而且不愿与人交流，
闲暇时就宅在家里和小猫玩
耍。妻子因老人和孩子的状况

焦虑不堪，夫妻俩时常拌嘴争
吵。

多重压力之下，老高患上
了重度抑郁症，家庭氛围也变
得更加沉闷压抑。

接到老高夫妻俩的求助
后，队里的志愿者分头行动，
一方面对老高的女儿进行心理
疏导，找寻女孩儿改变背后的
原因，帮助她敞开心扉、重树
自信。另一方面，分别探寻夫

妻二人的原生家庭模式，帮助
两个人找到夫妻关系紧张的根
源。随后，通过情景再现的方
式，找出沟通中的问题所在，
促使两个人在之后的生活中有
意识地去改变交流方式，消除
对立与矛盾。

如今，老高的状态和整个
家庭的氛围都有了很大改观。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家庭氛围
变得和谐美好。

志愿者接听热线电话

走进社区关爱老人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