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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名女老师组队，帮万余名大学生找回心“晴”
“三八红旗集体”背后有这样的师生故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实习生 廖梓霞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2022 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调查报告》。报告指出，21.4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抑郁风险，45.2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焦虑风险。

如何让学生拥有好心情？在湖南株洲，有一支关爱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团队——湖南工业大学学生
工作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 以下简称“心健中心”)，成立 16 年来，她们为 2 万余名在校学生提供
心理咨询服务，是湖南省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示范校和湖南省首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示范中心之一。

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前往湖南工业大学，揭秘这支由 11 名女老师组成的 2023 年度“株洲
市三八红旗集体”的优秀经验。

解开心结，挽救生命
     在湖南工业大学，常常会有

这样的场景——“钟老师，小

郑在你那里吗？”“在这儿。”“好

的！”

每 当 有 学 生“ 失 联 ” 时，

辅导员第一时间会想到心健中

心，这里是同学们的精神家园。

高高瘦瘦的身材，轻柔婉

转的声音，心健中心讲师钟景

璐在很多学生眼里是那种很具

亲近感的老师，她也因此总能

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学生极大

的信任。

“我们反反复复做着‘金字

塔’的工作。”心健中心副教授

陈菊珍将心健中心的工作比作

金字塔，从塔尖到塔底依次是：

危机干预、心理咨询、成长辅

导和通识教育。

解开心结，是危机干预的

重要方法。陈菊珍就通过解开

心结，挽救过一些大学生的生

命。

有一次，陈菊珍通过线上

交流，发现小涛（化名）长时

间情绪低落，而且有自伤自残

的行为。陈菊珍立即对小涛进

行疏导，经过几次长时间的交

流，陈菊珍了解到小涛的心理

困扰主要来自他的家庭。他甚

至买了一把小刀，打算结束自

己的生命，那晚，察觉到不对

劲的陈菊珍从被窝里爬起来，

赶到小涛的宿舍楼下。

“我当时就是要做一个好的

倾听者，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

经过心理疏导，陈菊珍阻止了

小涛的自杀，回家时，已是凌

晨两点。

之后，陈菊珍把这个心理

危机案例提交到心健中心，大

家一同商定了面向小涛及其家

长的工作方案。经过一次次深

入内心的谈话，小涛脸上出现

了笑容，再也没有动过轻生的

念头。

这样的事情，陈菊珍做了

不少。

朋辈心理互助员陶艾静是

一名大三的学生，她的工作是

处理学生预约，“我们就是求助

者与心理咨询师之间的那座桥

梁。”陶艾静笑着说，“每天在

这里见证一个个‘奇迹’的同时，

我觉得自己也被‘治愈’了。”

全国联动，
筑牢“心屏障”

2020 年 新 冠 疫 情 刚 暴 发，

心健中心主任晏磊就带领着心

健中心老师加入教育部华中师

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成

为了一名援助热线志愿者。她

们利用自己休息时间，在这个

专业的平台上一干就是四年。

“我是我们团队在这条热线

上工作最久的一位志愿者了。”

晏磊说。

“2022 年年底，我们熬过了

最艰难的时刻。那段时间是学

生、家长需要心理疏导的高峰，

我接到过来自江苏、湖北等 11

个省区市的心理求助电话。”跟

晏磊一起参加过热线接听的心

健中心副教授谭亚菲告诉记者，

一天内接入心理求助电话 40 余

通的最高纪录，便是在那时创

下的。

除了参与全国的心理援助

志愿服务，心健中心的团队成

员还在湖南省高校疫情心理援

助平台，帮助过遇到危机的大

学生走出心理困境。

疫情期间，全省大多数高

校学生都在家上网课。湖南省

高校疫情心理援助平台，也在

这个时候应运而生。

2020 年正月十三，心健中

心副教授唐红在湖南省高校疫

情心理援助平台 QQ 热线上接

到一个求助：泽泽（化名）有

自残行为，用刀子在手上割了

一道口子，流了很多血。

接到求助后，唐红立刻打

了 QQ 电话，泽泽没有接电话！

“有可能自杀。”凭着职业的敏

感，唐红拨打了当地的公安电

话，并马上通过湖南省高校疫

情心理援助平台，联系他所在

城市的所有高校开展紧急排查，

仅 50 多分钟，就找到了泽泽，

阻止了他的自杀行为。

三代传帮带，
提供心理支持

“我们是相互学习、相互支

持的一个团体。”晏磊告诉记者，

每一位咨询者的特点都不一样，

这就要求心理咨询师不断学习，

丰富自己的知识。“心健中心的

老师每半个月有一次‘同侪督

导’和‘专家督导’。”

面 对 新 入 职 的 青 年 教 师，

晏磊倾囊相授。

“我师父陈菊珍是中心最年

长的老师。”晏磊说，当徒弟时，

她在师父陈菊珍的带领下磨课、

心理咨询，接受危机干预的挑

战；当师父后，愈加浓烈的心

育氛围让她更有责任感。

“在他人的期待与自己经验

不足的矛盾之下感到委屈与沮

丧，是青年教师的常态，我当

时也是这样。”胡乔虹是晏磊的

徒弟，她把晏磊所教的心理知

识，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湖南工

业大学朋辈互助联盟的学生们。

小雅（化名）是湖南工业

大学朋辈互助联盟的一员，她

曾用自己跟胡乔虹学到的心理

危机识别技巧，成功挽救了一

名大学生的生命。

某一天的晚上，小雅收到

一个她曾经帮助解决过心理困

惑的男生发来的感谢信息，正

当小雅想回复时，却意外发现

自己被拉黑了。

第二天早上 6 点，小雅收

到了男生发来的长短信，“短信

里流露着悲观，说自己活在这

个世界怕热闹”。很快，她敏锐

地意识到男生可能想自杀，便

迅速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可电

话拨打了一次又一次，对方毫

无回应。

这时，小雅想起男生读大

学的城市，便马上跟胡乔虹反

映，最终通过对接当地大学，

成功挽救了男生的生命。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不少学生在这里学到了心理学

知识，在实践中对心理学越来

越感兴趣，还有工科专业的学

生跨考了心理学研究生。”胡乔

虹说，甚至有学生为了解国外

相关组织的做法，特地去国外

做志愿者。

如今，这支冲劲十足的队

伍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正在不

断探索微课、网络讲座、网络

团体辅导等多样化心理援助服

务的路径，为更多学生提供心

理支持。“我们用心理援助志愿

服务纾解负面情绪，帮求助者

找回心‘晴’。”晏磊说。

经济学博士回乡种田，带领乡亲“家门口”挣钱
整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伊人

俗 话 说“ 三 百 六 十
行，行行出状元”，湖南
林放农业博览园有限公
司总经理杨卓就是一个
例子。她扎根乡村，投
身于家乡的建设发展中，
把乡村面貌、文化设施
整体提升，完善基层治
理，创办健康养老。一
路艰苦奋斗，成就了家
乡，更成就了她自己。

近 日， 杨 卓 获 评
2023 年度湖南省巾帼建
功标兵。

 

下海归田，经济学博士
扎根农村闯出新“路子”

杨卓大学 毕业 后在 深 圳工

作，两年后去北京深造，经导师

推介在俄罗斯进修经济管理学专

业。博士毕业后，她在母亲的支

持下，回湘投资酒店、文化产业

等项目。

“我留学的时候，看到当地的

农田都是一大片连在一起实行机

械化作业，生产效率非常高，而

当时在我家乡还是家庭式农耕作

业。我觉得农户的土地过于分散

不利于耕种和土地流转，也阻碍

了规模化种植的形成。”杨卓告

诉记者。

2015 年，杨卓说服母亲和丈

夫，来到长沙县安沙镇，在水塘

垸流转承包 1000 多亩田土，注

册成立了湖南林放农业博览园有

限公司。1000 多亩田土被母女

俩划分为水稻耕种区、水产养殖

区、蔬菜种植区等。

2018 年，杨卓的基地农副产

品迎来了大丰收，这也是杨卓回

乡创业以来收获的第一份喜悦。

而跟着杨卓他们一起兴奋的

还有周边的农户。“我和妻子在

杨老板这里干了 10 多天农活了，

按每人 200 元一天的工资结算，

忙完这半个月可挣到 6000 余元。

加上开春的活，我今年已经在这

里挣到将近 10000 元了。”当地

村民李建军说。

如今，农博园已发展到 2000

多亩，全面实现标准化生产管理。

“最让我高兴的是，农博园还能

让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挣

钱。”杨卓介绍，农博园在农忙

季节，每天要请上百人干活，平

时干农活的也有四五十人。

 

探索“农博引领+”新业态，
初心向未来

近年来，杨卓母女俩充分利

用村民闲置土地进行生态混养，

大力推广稻 + 鸭、稻 + 虾、稻 +

蟹、稻 + 鱼等水系循环立体养殖，

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产业

全链条升级。

“现在我的基地一年四季都

有新鲜水果或者蔬菜上市。”杨

卓告诉记者，2023 年 1 月，林放

农博园入选“2022 中国名牌乡村

振兴示范基地”。2023 年，农博

园的产值达到近 800 万元。

近年来，杨卓获评湖南省优

秀致公党员，先后担任中国国际

商会湖南商会副会长、湖南省工

商联女企业家商会常务理事、长

沙县女企业家商会副会长等职

务。

“ 我 希望 通 过 我们的 努力，

探索多元化市场，推动“农业 +

养老”生态融合 迈上 新台阶。”

杨卓告诉记者，这也是她一直奋

斗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