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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京京西西路路··

专题

心理咨询、线上微课、互动舞台剧……

南南西西街街道道为为居居民民心心理理健健康康提提供供多多样样化化服服务务
□记者 姚沁艺

疫情改变了居民的生活习惯，也悄
然影响着居民的心理，长期的“宅家”生
活，让居民对心理健康、家庭关系的重
视程度直线上升。

疫情期间，南京西路街道在常态化
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基础上，为社区居
民录制了线上 《新冠疫情心理援助》微
课程，帮助居民在特殊时期调整好心理
状态。 进入暑假，街道又关心起辖区家
庭的亲子关系。 近期，南京西路街道依
托第三方专业力量，为辖区居民准备了
一场线上互动体验心理剧，让辖区家庭
在故事中探索与家人相处之道。

聚焦家庭亲子关系
上线“互动心理剧”

暑假是对亲子关系的一次考验， 孩子心
里想着怎么玩才痛快；父母焦虑孩子的学习，
盯暑假作业、防电脑游戏、报培训补习；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又好吃、好喝、好伺候……家
庭成员各有各的想法和做法， 有时因为一件
小事，就可能剑拔弩张、矛盾四起。

怎样构建相爱和美的家庭关系？ 8 月 14
日， 南西街道为居民准备的线上互动体验心
理剧《30 分的故事》正式上线，带领居民深
入探讨了这一问题。

剧中， 原本成绩中等的小主人公考了一
次 30分， 这成为了一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沉默的“儿子”、强势焦虑的“妈妈”、有些溺
爱孩子的“奶奶”、逃避亲子关系的“爸爸”
……家庭成员各自持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不体谅、不沟通，最终形成了僵局。

如果观众是剧中的角色，又该怎么做？ 主
持人通过对视频分段播放、解读和点评，引导
观众代入角色。 观众能从解读中明白，原来类
似的事件完全有更优解，只要“爸爸”不逃
避，积极沟通，“奶奶”适当回避教育场景，不
再和“妈妈”唱反调，“妈妈”压下火气，心平
气和地交流，小主人公就能渐渐打开心结。

通过这场线上互动心理剧， 辖区家庭的
每个成员都能在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从而
找到在沟通、相处中自身可以进步的地方，帮
助家庭、亲子关系得到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在心理剧播放的同时， 居民还能和专业人士
线上互动、答疑，来实现心理疏导，帮助家庭
更加幸福美满。

关注居民心理健康
心理疏导送上门

“除了开展有关心理健康的活动，我们平
时还会坚持定期为社区送上心理疏导服务。”
南京西路司法所所长沈丹锋告诉记者， 早在
约三年前，南西街道就与“心灵导航心理咨询
服务中心”合作，建立了“心理咨询师进社
区”服务，为每个居委会配备了一名心理咨询
师作为“心理顾问”，每月为社区送上心理疏
导服务。

辖区居民李先生一家就是心理疏导服务
的受益者。 李先生的女儿小李因曾在前工作
单位受到排挤， 患有抑郁情绪， 不能正常就
业。 其父李先生也因此产生焦虑情绪，一家三
口经常失眠、焦虑，多次到居委会求助。

去年， 南京西路司法所得知了李先生一
家的情况，主动介入李先生的家庭，联合心灵
导航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加大了心理咨询服务
的投入， 增派了 2 名心理咨询师为李先生一
家进行个性化专题辅导， 每周主动为李先生
和小李开展心理辅导及咨询， 并根据其家庭
情况为之制定疏导方案，确定疗程和规划。

根据规划方案， 心理咨询师一周 2 次上
门对李先生和小李进行走访及心理评估。 为
期 1 个月的服务有效缓解了李先生家庭抑郁
和焦虑的情绪， 大幅度改善了父女二人的症
状。 李先生再也没有前往居委会求助，还寄来
了感谢信， 对心理咨询师的无私付出表示了
感谢。

开通心理援助热线
帮助居民渡难关

疫情让居民们意识到， 心理疏导服务并
非是“锦上添花”，在特殊时期，足以“大显身
手”。

疫情期间，居民们宅家久了，难免焦虑、
烦闷，甚至会有“禁足综合征”的困扰。 此时，
南京西路街道心理咨询团队通过电话、 线上
援助等方式，为居民、白领提供线上危机干预
服务， 这成为了不少居民缓解不良情绪的有
效途径。

据介绍，在疫情期间，南京西路司法所与
“心灵导航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合作，建立了
“疫情期间线上危机干预” 服务机制， 开通
“新冠防疫心理援助热线”，帮助社区居民做
好线上危机干预服务。

“疫情期间线上危机干预”服务机制通
过在居民区张贴海报、 分发宣传卡片等形
式，号召有心理服务需求的居民主动扫码预
约，加入心理危机干预服务。“心灵导航心理
咨询服务中心”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为服务对
象提供线上的政策解读、信息咨询、心理疏
导、情绪支持、减压支持、资源链接等方面的
服务，避免社区有可能发生的恐慌、失望、盲
目消毒、易怒、攻击行为、不敢出门等不良情
绪的发生，从源头上预防疫情期间的矛盾纠
纷。

专业心理咨询师通过线上危机干预服
务，提前介入有特殊情绪的居民家庭、开展心
理疏导， 能够有效将可能发生的危机止息在
萌芽状态，既为社区居民谋取了幸福，也为疫
情期间的平安稳定保驾护航。

此外，街道还和第三方力量合作，精心录
制了《新冠疫情心理援助》微课程，通过街道
官方微信号、下发光盘等方式进行传播。 课程
共分 8 节， 均由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进行
讲解，用轻松活泼的方式，帮助居民进行心理
调适。 其中一些课程所提到的实用方法，甚至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运用。 如针对心理减压的
“五分钟呼吸与身体练习”“三分钟正念冥
想”等具体练习方案，能够帮助正在压力状态
中的人员，及时恢复体力与脑力，重新投入到
工作生活中去。

居民观看“防疫心理援助”心理疏导网上课程

古柏开展《民法典》讲座
科普“继承”知识

南西街道古柏居民区老年人众多，如何
用《民法典》保障老年人的权益，是这里的
居民关心的问题。 8月 12日上午，古柏居民
区依托中华遗嘱库社区公益行项目，举办了
一场“《民法典》时代的‘新’传承”公益讲
座，为居民介绍《民法典》中有关“继承”的
相关条例。

讲座由中华遗嘱库义工裘蔚主讲，她从

一则真实案例切入———杭州女孩小丽作为
独生子女，却无法继承父母的房产。 为什么
小丽无法继承父母的房产？如果要过户需要
符合哪些条件？依照《民法典》，怎样立遗嘱
才能避免这样的纠纷出现？裘蔚对这些问题
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解答。

裘蔚还提到，《民法典》 在原有自书遗
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
嘱的基础上， 新增了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两
种遗嘱形式。对于录像、打印等形式遗嘱的订
立形式和要求的规范， 裘蔚也进行了详细的
介绍。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肯定是要关心怎
么写遗嘱这个问题了，这次的讲座正好解答
我心里的疑问。 ”一位居民坦诚地说道。 讲

座结束后，大家围着中华遗嘱库的义工们咨
询问题，久久不散场。

《民法典》学习活动
已在各居民区轮流开展

日前， 记者在南京西路司法所获悉，福
民法律中心律师团队已经开始在各个居民
区轮流开展《民法典》活动。目前已在重华、
延中、联华、升平等居民区开展了学习活动。

近期，司法所和福民法律中心律师团队
还将在东方海外大厦商务楼宇法律服务工
作站向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科普《民法典》
知识，让《民法典》更好地走进居民区和楼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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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姚沁艺

5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法典
化，意味着它的基础性、集成性。 它也是
新中国条文最多的一部法律，1260 个法
条，对应着细致入微的民生关切。 同时，
它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7 编和附则，
构建起全方位的民事权利保护体系。

南京西路街道积极宣传、推进民法
典实施，早在 6 月 2 日就组织福民讲坛
活动，宣讲“老百姓身边的《民法典》”。
近期，各居民区、楼宇也逐步开展有关
《民法典》的活动，让居民对这部与自身
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有更
深的认知。

古柏居民在讲座中积极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