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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带志愿者筑起心理防护网
南海800多名社工助不同群体疏导情绪，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肚子里的宝宝很健康，这

些天是你们的鼓励日夜陪伴我，

非常谢谢你们！”收到怀孕8个

多月的小张发来信息，南海丹灶

镇创益中心主任关其玲长舒一

口气，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连续多日，关其玲的手机都

响个不停，微信里一条条语音提

醒着她，丹灶一位孕妇小张因居

家隔离情绪不稳定：一方面害怕

去医院产检，一方面因隔离家人

不在身边。好在关其玲和几名

社工加志愿者，运用个案管理、

心理疏导等专业知识不断开导

和陪伴，让孕妇小张慢慢学会调

整情绪，让她不再焦虑。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不仅侵害居民的身体健康，同样

也冲击着居民的心理健康。自

南海战“疫”以来，南海区民政局

发出《关于在南海区社会组织中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知》。和关其玲一

样，截至目前南海有62家机构

累计近800名社工，带着志愿者

积极行动起来，线上为居民、社

区工作者等不同群体疏导情绪，

帮助他们守住心理抗疫阵地；线

下从社区一线防疫、居家隔离关

怀、资源链接等多方面，协助社

区做好防疫，共克时艰。

“疫情何时才能结束呢？

真的很彷徨、无助。”“复工后很

担心自己被传染，内心感到很

焦虑。”“突然感冒发烧，是不是

感染了？”……20多天来，南海

区安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

陈钰婷，值守着一条与社区居

民相通的热线，在一个个电话

咨询中，倾听着居民的烦心事

并施以援手。

陈钰婷感慨：“防疫特殊时

期，‘心理防疫’同样重要，我们

能做的，就是发挥专业优势，安

抚受助居民的情绪。”

几日前，陈钰婷接到一个

有轻生念头的外来务工人员张

先生的来电。张先生家住南海

区罗村联星社区，从湖南自驾

车返回罗村，因隔离将面临失

业风险而心生困扰，甚至情绪

失控。

“我是离异的单亲家庭，有

两个孩子和两个老人要照顾，

隔离14天就会失去工作，一家

五口就失去了经济来源。”面对

张先生的无奈，陈钰婷运用心

理咨询知识安慰他不要太焦

虑，并且与他一起寻求解决办

法。在多次沟通下，张先生恐

慌心理得到缓解，打开了心结。

社区孤寡长者、空巢长者

等特殊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一些

担忧情绪。从2月3日起，桂城

街道社会工作局组织社工开通

“长者守护热线”，每天跟进孤

寡长者的生活起居，并向他们

讲解防疫资讯，提醒他们少外

出，少聚集、少串门、勤洗手、戴

口罩。面对紧急情况，社工还

会入户了解他们的需求，尽量

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上周，社工在电访过程中

了解到孤寡长者树叔在疫情期

间因轻微中风入住平洲医院，

他的好友也因轻度肺部感染入

住平洲医院感染科，不方便见

面的他们，情绪不太稳定。社

工得知情况后，马上到医院探

望两位长者，疏导他们的不安

和焦虑情绪。

自疫情发生以来，值守一

线防疫的社工们，发挥扎根社

区优势，通过电话访问、上门走

访等形式，为独居孤寡长者、社

区居民等各类群体提供生活帮

扶、心理安抚、危机干预等专业

服务，为他们戴上“心理口罩”，

筑起心理防护网。

为居民戴上“心理口罩”

自南海战“疫”以来，社工

除了守住心理抗疫阵地，他们

还带领志愿者，从社区一线防

控、居家隔离关怀、资源链接等

多个方面，练就“72变”，坚守

防疫第一线。

丹灶镇东联社区的90后

党员社工王智婷，虽然孩子尚

在哺乳期，但她一刻也没有休

息，一心扑在社区：“这里就是

我的第二个家，居民们也是我

的家人。”

几周前，她在社区居民的

朋友圈，发了一条“志愿者征集

令”。“我是党员，我天天都有时

间。”“我年轻，需要我就随时上

阵。”……征集令一发布，得到

社区60多名党员志愿者的关

注，大家纷纷致电，想为社区防

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

中有退休的老党员，还有正在

读大学的年轻党员。

从值守卡口，到监测居民

体温，到上门核查疫情发生地

人员信息……王智婷说：“在督

导的引领下，我们结合平时学

习和实践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梳理应对技巧，积极带领志愿

者开展抗疫工作。虽然条件艰

苦，但党员志愿者们从不抱怨，

大家一直互相鼓劲，站好每一

班岗。”

同样，狮山镇狮北村“幸

福院”社工联合志愿者，一边

运用纯中药配方制作出 100
个吉祥香包，送给卡口一线的

防疫人员；一边协助村委会入

户探访 80岁及以上长者 91
人，并为他们义剪。尤其是得

知个别长者反映降压药告急，

但不敢去医院取药，社工立刻

与社区卫生站联系，帮长者取

药送上门。

驻点里水镇鲁岗村的鹏星

社工，联合志愿者、党员、热心

群众组建了一支17人的“综合

服务队”，缓解一线防疫人员人

手不足的压力，同时还带动捐

资赠物的群众，多元化参与村

居防疫工作，共抗疫情。

而西樵镇新河社区驻村社

工李倩莹，从1月27日起，化

身“守门员”，在7个卡口轮岗

值守，为进出人员身份确认、测

量体温、信息登记。“从刚开始

的焦虑，到现在，我的心里只有

两个字－责任。”她坦言，第一

次值守，听到居民的谩骂和指

责，我们都会笑脸相对，而现在

经常听到“辛苦了”“谢谢您们”

等感谢的话语，感觉这是对社

工最大的认可。

3月8日，为表达对大沥镇

内一线女性抗疫工作者的支持

与关爱，启智社工链接企业资

源，联动广东丹姿集团有限公

司总支部发起“抗疫有您，呵护

有我”——关爱南海最美逆行

者慰问行动，为南海区第五人

民医院及南海区第七人民医

院，捐赠关爱暖心防护包1400
套。

“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需

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社会工

作者更需要通过不断学习和实

践去提升服务水平。”南海区民

政局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

科负责人表示，南海区每年保

证对社工继续教育的投入，让

社工得到持续的“充电”。同

时，自疫情发生以来，南海区民

政局迅速行动，结合疫情需要，

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的防控知

识、应急处置、社区服务、政策

法规等培训，为战“疫”提供有

力保障。

社工带志愿者“72变”

摸着石头过河

“宣传员”“巡查员”“守门

员”“咨询师”……化身多重身

份的社工，在防疫期间，如何保

持专业水平呢？为了让社工们

更好地应对疫情，专业的知识

普及也极为重要。

“社工每年都会接受继续

教育，通过平时知识的学习和

积累，如个案技巧、心理疏导

等，社工将自身储备的专业知

识应用到本次防疫工作中去。

但疫情也让我们反思，其实还

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和提升。

大部分社工是90后，面对一些

特殊的个案，经验和能力明显

不足。”关其玲直言，“我们每隔

一段时间会学习相关的专业知

识，还会采取服务过程督导、个

人督导、集体督导等形式，一步

步支持社工在防疫路上向前探

索。”

南海乐活社工曾莹慧表

示，自防疫以来，机构请专业

人士录制防疫知识教学视

频。考虑到疫情，将集中现场

教学改为线上教学，对包括社

工、志愿者等一线人员进行普

及。同时，对防疫中可能碰到

的问题、已发布的政策通告、

各大医院线上咨询链接等信

息，把他们整理成一个防疫

“大礼包”发给社工，指导社工

如何为社区提供服务。她说，

上周以“医院环境下危机介入

服务的对象与特征”为题，社

工们线上学习意犹未尽，毕竟

社工们的安全和专业知识决

定着防控关键，我们必须全力

做好保障。

“我们的服务形式单一，也

会遇到值守卡口有居民不配

合、线上活动参与度低等情

况。”南海鹏星社工谢十伟坦

言，社工协助社区防疫的同时，

也一直思考服务的广度和深

度，希望今后能通过继续教育

培训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

南海区社会工作协会会长

董亚则表示：社会工作是注重

实践应用性的社会服务体系，

有赖于多学科知识的引进和整

合。“下一阶段，南海社协在南

海区民政局的指导下，将从组

织学习《传染病法》及相关灾害

应急的救助政策法规；增加医

学基础知识及维护健康科普教

育培训；实操培训如何有效链

接资源、融入社区、建立良好人

际关系沟通方法与技巧、危机

干预、应急管理等多方面，让社

工持续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科

学应对疫情有序防控。”

一边防疫一边线上“充电”

继续教育学习

“我妈身体情况不太

好，我不知道怎么办……”

几周前，南海启创社工服务

中心驻点广东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医务社工项目的90

后党员社工崔艺萍，接到一

个求助电话，来电者是一位

20多岁的女生小青。

小青的母亲是慢性肾

衰竭患者，平日里每周需进

行三次血液透析治疗维持

生命，父亲年前因癌症不治

离世，自此母女相依为命。

她发现“母亲病重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忽

然觉得自己好孤独”。

在小青倾诉着心里的恐

惧，对父母的愧疚、对当下的

无助、对未来的彷徨时，崔艺

萍没有着急为她“支招”，而

是引导她说出心中的苦闷。

崔艺萍回忆起当晚的心

情，她告诉记者，能感觉到小

青在电话另一端瑟缩，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聊天，小青慢

慢释放了情绪，心情也平复

了。“非常时期嘛，肯定要比

平时花多十倍精力，做好心

理援助对象的求助，为战胜

疫情出一份力。”崔艺萍说。

隔天，崔艺萍还特意送

上口罩，缓解其防疫物资缺

乏的压力。“谢谢你做我的

‘解忧花’，有你真好！”小青

也致电表示感谢。这句话，

让崔艺萍一天忙碌的工作

充满了动力。

而90后曾经是被呵护

的“娇滴滴的一代”，是大人

眼中“长不大的孩子”，但崔

艺萍用行动证明，该我们挺

身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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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专业优势

特写

90后党员社工成“解忧花”

■社工联合企业给医院送上暖心防护包。

■社工给志愿者培训，提高防疫服务质量。

■社工在社区出入口值守，登记居民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