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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支撑站位防疫一线 心理疏导助力疫情防控

12.5万志愿者守护城市筑屏障

志愿服务组织，一
个在疫情防控期间被
重新定义的已知名词，
以其各自不同的援助
方式一次又一次地闯
入公众视野，付出与收
获同样令人欣慰。

“通过组织募捐活
动的反馈，让我对志愿
服务组织有了更深的
认识，志愿者队伍所蕴
含的巨大能量，超乎想
象。”

“目前，救援队的
全体队员依然奋战在
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线，
这不仅仅是他们的工
作，更是这支队伍肩负
的社会责任。”某志愿
服务组织的负责人说。

从心系疫区的逆
向而行，到专业救援队
伍的前排站位，再到针
对一座城市所开通的
疫情心理支持热线，数
量众多的志愿服务组
织及其身后参与淄博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12.5万名志愿者，已然
成为守护眼前这座城
市的一道重要屏障。

而在招募与响应
之外，未来如何引导、
管理这支庞大的志愿
者队伍，如何配套、扶
持数量众多的志愿服
务组织，也同样值得我
们每一个人深思。

文/图 记者 姜
涛 张培 单独署名
除外

关键一步 绝非仅为“冲动”

出发、回归、隔离、重回前排。
王晓和他背后的山东老兵公

益志愿者服务队在“果敢”与“冲
动”的褒贬声中，闯进了公众的
视野。

1月27日，大年初三傍晚，王
晓载着15万副医用手套将此行的
目的地设置为武汉。而在此前的
一周里，他一直时刻关注着武汉
的疫情，直至得知那里的防疫物
资严重短缺，许多医护人员甚至
在前线“祼奔”的消息。

至此，王晓和他的团队成为
了最早一批进入武汉的志愿服务
组织，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很多宝
贵的信息，也为其他志愿者团队
的后续跟进提供了经验支持。

提及为何选择独行，王晓将
“多带一个人就要少拉好几箱手
套”当作自己的“借口”。其实，作
为一名志愿服务组织的负责人，
他比任何人都深知此行的风险。

“都是有家室的人，去了就有
被感染的风险，我不想任何一名
队员出事。”

1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15万
副手套按照流程陆续分发到武汉
儿童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
七所医院。从出发到物资送达，
仅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

返回淄博后，王晓主动进行
了隔离，而他和他的团队却一直
没有停下做公益的脚步。

1月23日，1700个医用口罩
发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1月28日
至2月1日，62.6万只丁腈医疗检
查手套发往湖北的16家医院、淄
博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和周村区青
年路街道办事处；2月3日，6.5吨
高浓度消毒母液（相当于650吨
84消毒液）和30万只丁腈医疗检
查手套发往武汉火神山医院，成
为该院接收的首批民间物资；2月
8日，2017床新被褥、1000床新床
单、100箱方便面、300箱矿泉水
发往武汉方舱医院，成为该院接
收的首批民间物资；2月16日，20
万只普通医用检查手套、90箱方
便面、1100桶（30L/桶）84消毒
液、18万只丁腈医疗检查手套、
30箱矿泉水、1000公斤土豆、219
床新棉发往山东对口支援的湖北
黄冈总医院；2月22日，2850件医

用防护服发往武汉37家医疗机
构……

“后续物资仍在集结，疫情不
结束，我们不会撤兵。”

2月22日晚，王晓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此次通过组织募
捐活动，让他对志愿服务组织有
了更深的认识，志愿者队伍所蕴
含的巨大能量，超乎想象。

专业所在 理应负重前行

2月11日，来自淄博市蓝天救
援队的21名青年志愿者紧急出
发，驰援武汉，在过去的十几天
中，他们始终坚守于武汉战“疫”
的前线。

身为这支队伍的领队，李华
在出征前便立下了誓言，“一定要
将20名队员全部带回来。”而这句
话不仅仅是一句誓言，因为它的
背后亦有实力作为支撑。

“这是一支专业的救援队伍，
我在这支队伍中已经待了11年，
这期间，我掌握了很多救援知识
和技能，也参加过多次国内大型
突发事件的救援任务。”

李华告诉本报记者，2019年
11月，作为救援队的副队长，他被
派往北京参加了中国红十字救援
队2019年“核放生化”危机应对
培训班，这让他在此次驰援武汉
的行动中显得从容淡定。

“我会将自己所掌握的相关
防护知识全部传授给我的队员，
以此保证队员们的安全，这是我
的职责。”

李华介绍，目前，他们主要在
负责相关机构驰援武汉物资的接
收、登记、运输和发放工作，确保
高效准确地将救急物资配送至
前线。

“平日里看似简单的工作，放
在眼前的武汉却并不简单。”

李华说，也正是因为他们是
一支专业的救援队伍，才得以在
特殊的环境中快速克服对疫情的
恐惧，按上级部署完成各项任务。

2月23日晚，淄博市蓝天救援
队队长刘大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疫情发生后，淄博市蓝天
救援队自费购买了部分设备，主
要服务于淄博市各区县高速公路
及城市主干道检查站的疫情防控
工作。同时，救援队还承担着社

区劝返点执勤、环境防疫消杀等
一线防疫任务。

“截至2月23日18时，累计参
加各项防控执勤任务380多次，出
勤7360余人次、2165多车次，驻
村社区执勤200个次，主干道和
高速路口检查点10个次，累计防
疫消杀面积4500多万平方米，其
中村居10余处、加油站30余处、
学校10余所、银行网点20余个、
工企业100多个、建筑工地20余
处，累计服务时长10000多小
时。”

据刘大庆介绍，目前，淄博市
蓝天救援队的全体队员依然奋战
在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线，这不仅
仅是他们的工作，更是这支队伍
肩负的社会责任。

而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
如何让更多的志愿服务组织实现
专业化，未来亦值得许多志愿服
务组织深思。

心理疏导 铸就精神长城

不仅仅是在战“疫”一线，在
众多的志愿服务组织中，还有一
个与公众距离更近的志愿者团
队，以其特有的方式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2月2日，由共青团淄博市委
发起组织，淄博市青年志愿者协
会、淄博市红十字心理救援队承
办的“淄博市共青团心理援助志
愿服务队”正式成立，40多名心理
专家志愿者向社会开通疫情心理
支持热线，帮助广大市民缓解心
理压力，提供心理援助和心理支
持，以此助力疫情防控。

2月24日晚，淄博市共青团心
理援助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张国梁
向记者道出了开通疫情心理支持
热线对当下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意义。

“疫情发生以来，不少市民出
现了内心焦虑的现象。此时的心
理援助，不仅仅是在提升个别人
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也在帮助
个体提高免疫力，因为身心健康
实际上是互相影响的。”

张国梁告诉记者，志愿者也
在通过心理疏导的方式，帮助稳
定公众情绪，避免因非现实的恐
慌造成更大损失。心理专家志愿
者一般会通过同理心以及一些情
绪稳定技术疏导求助者的情绪；
同时，尽可能为求助者的现实担
忧提供权威科学的信息。

疫情心理支持热线开通后，
志愿者们每天需要工作15个小
时，服务对象涵盖了大中小学师
生、一线医务人员、被隔离人员、
受感染人员、康复患者和普通民
众等。

据张国梁介绍，这些心理志
愿者都具备国家心理咨询师资
质，有心理危机干预相关的经验，
他们均参与过天津滨海爆炸事故
灾后心理援助、四川雅安地震后
心理援助、学校公共卫生突发事
件的心理干预等。

现实中，不仅仅是“山东老兵
公益”“淄博蓝天救援”“共青团心
理援助”，1月26日以来，共青团淄
博市委先后发布《致全市广大团
员青年、青年志愿者的倡议书》
《返程战“疫”志愿者招募令》《打
赢防疫攻坚战，需要更多青年志
愿者》等信息，向社会招募青年志
愿者。1月28日，淄博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发出通知和倡议，号
召全市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在
疫情防控期间，科学有序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

“招募令”一经发出，便得到
了广大市民的积极响应，越来越
多的志愿者发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通过不
同的途径，来到了战“疫”一线。

据统计，截至2月9日，参与淄
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志愿者人
数约为12.5万，他们以己之长、献
己之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已
然成为守护眼前这座城市不可取
代的一道重要屏障。

而在招募与响应之外，未来
如何引导、管理这支庞大的志愿
者队伍，如何扶持、配套数量众多
的志愿服务组织，同样值得我们
每一个人深思。

2月11日上午，淄博市蓝天救援队选派21名志愿者在滨莱高
速公路淄博西收费站整装待发，出征武汉。蓝天救援队供图

解除隔离的王晓带领山东老兵公益志愿者服务队的志
愿者们筹集防疫物资，支援湖北抗击疫情。

2月24日，淄博市蓝天救援队张店分队队长
李明正在给一大型小区喷雾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