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我曾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
一个多月。今天重回故地举办婚礼，想让
这里见证我的幸福……”

3月20日，咸宁维也纳国际酒店内，
一场浪漫的婚礼正在上演。新娘卢璐是咸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名手术室护士，抗
疫期间一直奋战一线，而这里就是她住过
的隔离酒店。

“我记得很清楚，去年的1月28日我
随‘大部队’一起搬到维也纳酒店，房间
号是 8606。”卢璐说，疫情期间，市第一
人民医院被指定为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
院，医护人员统一安排在维也纳酒店居
住。

回忆起那段日子，卢璐觉得百感交集：
“我的同事很多都是90后的小年轻，每天
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大家心里不免有些

害怕。我都不怎么和父母通电话，怕控制
不住情绪。”卢璐说，酒店员工无微不至的
关怀照料，帮他们减轻了很多压力。

“正月十五送汤圆，情人节送护手
霜，三八节送鲜花……这些暖心的举动，
让我们在酒店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卢璐
说，正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筹办婚礼的
时候，全家人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维也纳
酒店。

婚礼当天，卢璐的同事们纷纷到曾经
住过的房间“打卡留念”，她也不例外。“这
个挂钩还是我们住的时候粘上去的，当时
我就睡在床的这一边……”在8606号房
里，卢璐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下视频分享给
曾经的室友。她说：“一走进熟悉的房间，
很多回忆纷纷涌现。重回故地，开启新的
人生阶段，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从抗疫期

间的风雨磨砺，到如今的岁月静好，让我更
懂得珍惜当下。”

在卢璐的婚礼现场，有一个人一直举
着手机，记录卢璐回忆抗疫过往的发言。
她就是维也纳酒店的总经理陈芬玉。

“3月22日是云南援咸医疗队凯旋一
周年，前夕又碰上一场医护人员的婚礼，让
我觉得格外有缘分、有意义。”陈芬玉说，去
年疫情期间，维也纳酒店入住了来自市第
一人民医院、云南医疗队的400多名医护
人员，那段紧张、忙碌、疲惫却又充满善意
和温情的日子，已经成为她生命中抹不去
的印记。

陈芬玉说，医护人员在救治一线舍身
忘死，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为他们做
好生活保障，让医护人员回到酒店有一种
家的感觉。

“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那么久，从
陌生到熟悉，所以我对医护人员有着别样
的感情。”陈芬玉说，去年以来，酒店推出了
多个针对医护人员、报考医学专业学生的
优惠活动。她还抽空去云南看了一次老朋
友，并与医疗队员保持联系，往来寄送了不
少包裹。

陈芬玉还计划，把抗疫期间发生的
故事作为主题元素加入到酒店中。她
说，在人们的印象里，酒店只是一个短暂
停留的地方，不会让你留恋。可是疫情
期间的难忘经历，让酒店有了感情，有了
故事。

“他们每个人在这里都留下了自己的
故事。就像卢璐，又来到这里续写故事。
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些真实感人的故
事流传下来，延续下去。”陈芬玉说。

“一年前的今天，我就住在这里……”

抗疫女护士重回故地举办婚礼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萱

3月23日，记者来到贺胜路启迪之星
科技企业孵化园，走进咸宁市心理咨询师
协会，见到了协会会长汪凌。48岁的他个头
高高，宽厚豁达，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

迷茫期与心理学结缘

说是一家协会，其实更像是一个温馨
的小家。一开门，“欢迎回家”的小门牌让
人不禁心里一暖。房间内还布置了许多
绿植，给人清爽舒适的感觉。

汪凌是个健谈的人，几句寒暄之后，
我们便聊了起来。

“2006年左右，有段时间整个人进入
了一个情绪低谷期，心空落落的。”汪凌
说，那段时间，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感
觉好像在爬一座山，等爬到山顶时，却发
现自己失去了下一个前进的目标，从而进
入了一种迷茫的状态。

一个偶然的机会，心理学的一篇文章
让汪凌打开了一个自我疗愈成长的未知
领域。

2007年是汪凌潜下心学习的一年。
只要是与心灵成长及心理学有关的书他都
会买，有关的课他都会报名去听。他就像
是一块海绵，疯狂地汲取着能量和知识。

他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决定脱产参
加武汉大学心理咨询师培训，当年就考取
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随后，汪凌仍不
断地参加各类系统培训班，积累了丰富的
心理学知识。

成立协会壮大队伍

谈起成立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初衷，汪
凌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

心理承受力出现“透支”，心理亚健康问题
日益凸显。

但当时咸宁市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还
不完善，专业人员严重不足。“自己对心理
学感兴趣，也学习了很多相关知识，为什
么不成立心理咨询师协会，为社会培养更
多的心理咨询师？”汪凌暗下决心，要补齐
咸宁市心理健康服务的短板。

经过近6年的筹备，2016年，咸宁市
心理咨询师协会正式成立。回想起协会
成立之初的情形，汪凌连声感慨，那时没
有资金支持，多方寻找合适的房子，经过
多部门的支持，协会才有了现在的家。

如何把协会做大做强，做好心理健康

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
在汪凌的带领下，协会多次举办心理

学学术交流活动，组织武汉各大高校心理
学教授来咸宁授课；与湖北科技学院联合
开办心理学专业实习基地，举办心理咨询
师培训……

截至目前，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已
达500余名，其中经协会培训取证的心理
咨询师多达300余名，共为市民提供免费
心理疏导500余次。

用心倾听抚慰人心

2020 年疫情是突如其来的洪水猛
兽，个体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会产生焦虑、

害怕、失眠等应激反应，心理咨询就成了
必不可少的“防火墙、防护盾”，“12355”心
理援助热线电话一通接一通。

在汪凌处理的众多热线中，普通民众
占比95%。

有这样一位求助者，他说感到乏力、
头昏、眼花，这些症状和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的症状几乎一模一样。“有没有发热现
象？”“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接触过什么
人？”一连串询问后，汪凌帮他找到了“病
因”：这是一种躯体化症状，由于求助者先
前因肺病做过手术，所以过于担心和焦虑
被感染，但却没有以心理症状表现出来，
而转换为各种躯体症状表现出来。

汪凌说，对于一般性求助，30分钟的
疏导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较严重
的心理问题或精神病性病人，则需要到正
规的精神专科医院进行治疗。

“当有一个人愿意倾诉时，便找到了
解决问题的出口。”汪凌说，更多时候，心
理咨询师们扮演的是健康宣传员的角色，
向求助者介绍疫情、政府举措、防护常
识。这些信息不是求助者获取不到，而是
需要有人先耐心地倾听他们的烦恼，接住
他们的忧虑情绪，当人们的情绪被很好的
接纳后，你再告诉他们一些事情，就比较
容易接受了。

汪凌坦言，当疫情严重的时候，他也会
感到不安，但他能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因为
他知道他还要守护好群众的“心灵灯塔”。

咸宁市最美志愿者汪凌：

心灵灯塔守护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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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下班不管家
孩子改口叫叔叔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最近家里那位又发疯了，让孩子们喊我叔叔，还
抱怨我不管家，每个月的工资我都不交了嘛？还想让
我干什么？”近日，家住岔路口社区的居民周悦气愤地
跟好友吐槽道。

今年35岁的周悦，结婚后与妻子育有两个孩子。
虽然有老人帮忙带孩子，但每天下班后，妻子都回家
给孩子做饭、洗澡，陪孩子玩，给孩子读绘本，再哄孩
子睡觉。孩子睡后再洗衣、拖地、洗碗，将家务都忙完
了，才有自己的休息时间。而周悦一下班后，便以加
班为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般都会先去跟好友约
着吃个饭喝个茶，然后再去网吧玩游戏。

“那都几点回家？”“9点半以后，肯定是要等孩子
睡着了再回家，不然还得做家务，男人做家务说出去
岂不是贻笑大方。”面对好友的询问，周悦理所当然地
回答。

“今天晚上有空吗？一起去喝茶吧。”周悦问道，
好友直摇头说：“没时间哦，我可不想我的孩子也叫我
叔叔。”

男童坠落险象生
小车司机急刹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方达星 通讯员 钱璇

近日，城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未满2岁的男童乘
坐爷爷电动车时发生意外，不慎从电动车上坠落，导致
半个身体倒在刚要临时停靠的轿车车轮下，万幸的是，
司机及时刹车，避免了一场悲剧。

3月18日20时16分许，熊某驾驶一辆两轮电动
车载着孙子小杰（化名）沿永安大道往南山方向行驶，
到达永安大道福临天下公交站台前，因自己停车同时
没有照看好小杰，导致小杰不慎从电动车上摔下来。

就在小杰从电动车上坠落摔倒的同时，一辆经过
的轿车正要临时靠边停车，小杰几乎半个身体刚好倒
在了小车车轮底下。万幸的是，小车司机及时刹住了
车，惊魂未定的熊某立即抱起小杰，发现小杰并无大
碍，只是头部擦伤。

咸安交警大队的民警表示，家长在骑车带小孩的
时候尤其要注意，必须遵守交通法规，骑车应当在非机
动车道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
道的右侧行驶。同时，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教育孩
子坐车的安全注意事项，告知孩子不要在车上玩耍摇
晃等。

今年73岁的张保国是一位银发志愿
者。2017年，张保国成立咸宁市友谊志
愿者协会，先后吸纳600余人加入协会成
为志愿者。他领着一群银发志愿者进社
区、战街道，守护美丽家园。

志愿服务员

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在众多居民
诧异的目光中，青龙社区迎来了一群银发志
愿者。他们手拎垃圾袋，低头弯腰捡拾起花
坛里的垃圾，发放环境保护宣传册。他们就
是咸宁市友谊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

2000年，张保国在医生建议下从湖
北科技学院提前病退。他一边养病一边
关注公益事业。在身体状况一日好过一
日后，2017 年，张保国建立“友谊互信
群”，成立咸宁市友谊志愿者协会。

为带领更多人做温暖他人的人，张保
国领着志愿者们，4年开展230多次公益
活动。

居民们疑惑不解道：“你们年纪这么大
了，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干嘛还瞎折腾？”
张保国却说：“人有多大力就办多大事。能
为美丽家园做点小事，大家都很开心。”

这600名协会志愿者中，既有来自各
行各业的年轻人，也有70多岁的退休老
干部；既有小区里的居民，也有小区外的
热心人士。

63岁的胡敏2年前进入协会，当时一
位群友查出患有癌症。张保国得知后，在
群内号召大家献爱心。“大家两天时间便
捐出3000多元。虽然钱不多，但对病痛
中的群友却是极大的鼓励，让她有了战胜

病魔的信心。我们这个集体是温暖的，也
因为这事，我决定留下来。”胡敏说。

“不分男女老少，进群一家人，兄弟姐
妹情。一家有喜大家乐，一人有事大家帮。”
这句话是友谊志愿者协会的服务宗旨。

文明劝导员

3月12日，尽管已入春，但早晚温差
仍然很大。张保国一早便在微信群里向
志愿者们问安，并提醒和他一起参加文明
劝导队的志愿者们出行注意安全。

自去年4月份开始，600名志愿者在

张保国的号召下先后加入我市文明劝导
队。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他们穿上黄马
甲，轮流到城区各个交通要道、城区红绿
灯路口处值守，提醒路人安全出行。

咸宁大道一路口，张保国与一位志愿
者，站立在清晨的寒风中值守。在路口西
北角，一名骑着电动车的年轻人着急过马
路正想闯红灯，张保国见状举起小红旗将
其拦在斑马线前，提醒他注意安全。看见
不远处有几辆共享电动车随意停放，张保
国立即上前将电动车摆放整齐。

“创建文明城市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作为一名咸宁市民，有义务为文明出行出
一点力，尽一份责。”张保国说，仅文明劝
导工作他已经打了70多次卡了。

“在张保国的带领下，协会志愿者活动
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小区居民。现在，社区
的社会风气特别好，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特
别的团结。”香城社区一干部介绍道。

义务巡逻员

张保国所居住的书苑小区是一个大
型小区，有1209户居民，5000余人。由
于小区居民多、位置大，居住环境乱而无
序，以前小区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都是一
大难题。

“自从小区里有了巡防员，我觉得安心
多了。”居民刘婷晚说，以前经常会听说，小
区谁家被偷了，谁家的东西丢了，自从有了
巡防员巡守，这种事情再没听说过。

2020年2月1日，疫情肆虐之时，张
保国代表书苑小区党支部向全体业主发
出倡议，50人走上一线，为小区居民“站岗
守卡”。在漏风漏雨的卡点帐篷里，张保
国与其他志愿者一守就是一整天；当得知
一线抗疫工作者医疗物资紧张，张保国动
员大家开展爱心捐款……疫情平稳后，咸
宁市友谊志愿者协会活动再次启动，张保
国迅速在小区里组建起了治安巡逻队，保
障小区居民安全。

28日，张保国受邀来到湖科校园内，
向在校大学生们作辅导报告时说：“参与
志愿服务是一种享受。志愿者协会既为
大家提供了发挥余热的平台，也给大家带
来了欢乐。”

咸宁市最美志愿者张保国：

美丽家园保卫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警惕网络理财课
小心理财变蚀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明明是想学习理财知识，增加自己的资产，但大
半年过去了，什么知识都没学到不说，反而还不知不
觉花出去了3000多元。”说起自己最近的经历，上班族
王先生五味杂陈。

原来，王先生在某公众号的推文中看到一则小白
理财课广告，“14天小白精品理财课，快速学，轻松赚，
限时九块九……”想着课程也不贵，一天还不到一块
钱，学习了解一些理财知识也百益而无一害，王先生
便报名购买了该课程。

“微信付款购买之后，当时加入了一个群，群里还
有几位老师，负责通知大家学习的事情，几点上课、上
课方式等等。”王先生说，刚开始的时候，确实通过网
络直播，听老师讲解了一些基础的金融方面知识和概
念，但后面却慢慢地变味了。

“后面群里的老师一出现就是推销课程，甚至上
课的老师也会不停地向你推销，稀里糊涂之下又掏钱
购买了2899元的高阶课程。”王先生表示，买完课老师
一下没之前热情了，也没什么人搭理他，因为要凑够
几十人一起上课，高阶理财课程现在还没有开始。“如
今大半年过去了，知识没学到反而钱花出去不少。”

厌烦学习齐出走
民警劝说回咸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葛利利 通讯员 徐程程

要么已辍学、要么讨厌上学，要么烦了父母的唠
叨……近日，咸安7名未成年人竟相继离家出走，并齐
聚异乡“抱团”生活。

3月23日上午10点左右，咸安的钱某夫妇焦急的
赶到咸安公安分局永安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年仅14岁
的女儿欢欢（化名）因学习问题与父母发生矛盾，离家
出走后已经失联3天。

3月24日，通过多方了解，永安派出所民警得知
欢欢在武汉，于是前往武汉寻找，最终通过欢欢无意
透露的一句话，民警确定欢欢具体位置。24日下午6
时许，民警在武汉江汉区一间简陋的出租屋内找到了
欢欢。与此同时，民警发现和欢欢一起在出租屋里的
还有6名未成年人。

经询问，民警得知其他6人也都来自咸宁，年龄在
14—16周岁之间。他们要么已经辍学、要么讨厌上
学、要么厌烦父母的唠叨，在身边同学朋友介绍下，陆
续聚集在这间出租屋里，一起在武汉“抱团”生活。民
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耐心教育，6名未成年人连同欢
欢一起同意与民警一同返回咸宁。

咸宁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