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觉像给心灵做了一次大扫除， 把那些垃圾情绪都扔进了回收站， 整个人都轻快了。” 走出北京市职工发展心理
体验示范中心后， 职工吴娟长舒了一口气。 近年来， 市总工会以广大职工需求为导向， 充分整合多方社会资源， 努力开
展专业心理服务， 让越来越多的职工与心理服务有了亲密接触。 记者了解到， 目前， 全市职工心理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
成， 职工心理健康意识明显提高， 部分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得到关注和及时疏导， 广大职工心理健康素养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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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会会助助职职工工点点亮亮““心心””生生活活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晶晶 文文//摄摄

———市职工服务中心开展职工心理关爱服务工作纪实

专题

推动职工心灵驿站
“遍地开花”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加强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培育自
尊自信、 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的
社会心态。 2014年， 为了带动各
级工会组织关注职工心理健康，
因地制宜地开展心理场地建设及
职工心理服务， 市总工会推出了
“在职职工心理发展助推计划”，
并于同年在市职工服务中心内，
建设完成了 “北京市职工发展心
理体验示范中心”， 作为全市建
设心理服务场地的 “样板间 ”，
这里的6大功能区设计， 基本满
足了职工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三
年多来， 示范中心迎来了上万名
参观者， 大家对这里的功能设计
赞不绝口。

“我们要的并不是一枝独
秀， 而是遍地开花。” 市职工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
了使工会心理服务覆盖到更多的
基层职工， 让职工在工作之余能
有一个调试身心、 舒缓压力的绿
色空间， 2015年， 他们启动了市
总工会命名 “职工心灵驿站” 的
评选工作， 带动全市各级工会普
遍建立 “职工心灵驿站” 并开展
心理服务。 截至2018年底， 市总
工会命名 “职工心灵驿站” 已达
到230家， 分布在全市各区及产
业系统工会。 预计十三五期间将
在全市评选出300家 “职工心灵
驿站”， 逐步构建全覆盖的心理
关爱服务网点体系。

想要获评市总工会命名 “职
工心灵驿站” 并不容易， 记者了
解到， 整个评审过程非常严苛 ，
不光看材料， 评审组还会逐一走
访申报单位， 实地考察、 座谈交
流， 以便更直观、 全面地掌握他
们的实际情况， 确保每家命名单
位都是有真材实料的。

“为了帮助老师们减压， 这
些年我们开展了不少心理健康工
作， 尤其今年还建立了职工心灵
驿站， 通过将职工之家、 职工书
屋的资源进行整合， 为老师们开
辟出了一片心灵港湾 ， 课余时
间， 大家聚在这里， 还组建了很
多兴趣小组 ， 大家一起有说有
笑， 平日里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就
松弛了。” 银河小学今年刚刚获
评市总工会命名的 “职工心灵驿
站”， 说起驿站给学校和老师带
来的好处， 该校工会主席李伟打
开了话匣子。

李伟说， 在石景山区教育工
会副主席干文芳的大力宣传下，
她才得知市总工会搭建了一个这
么好的心理服务平台， 此次获评
“职工心灵驿站”， 给他们带来的
最大益处就是可以共享 “专家资
源”， “以前我们每次开展心理
培训时， 最发愁的就是请不到好
的专家老师， 现在好了， 我们可
以共享市总工会的专家资源了，
请他们来讲课那是一百个放心。”

“内外兼修”打造过
硬人才队伍

李伟口中的 “专家资源” 可
不一般， 从2014年至今， 市总工
会不断汇聚包括各大高校 、 医
院、 科研院所、 社会机构等多方
专业资源， 积累起了工会职工心
理服务专家资源， 组建了一支强
大的工会系统职工心理服务专家
团队。 他们不仅能够助力 “职工
心灵驿站” 良好发展， 还承担着
研讨制定工会相关心理工作政策
法规， 科学引领工会心理服务工
作发展方向， 分析研究工会职工
心理健康大数据， 协助市总工会
精准把握职工需求的职责。

除了借助 “专家资源” 这个
外脑， 市总工会还着力培养了一
支工会系统内部的心理服务人才
队伍， 他们也成为职工心理关爱
服务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及基础保障。 2014年至今， 市总
工会循序渐进地组织开展了包括
工会干部心理技能提升培训 、
“职工心灵驿站 ” 管理员培训 、
心理危机干预师培训、 白领职工
压力缓解与调适培训等， 逐步培
养起一支精准把握职工需求的内
部心理服务人才队伍， 掌握开展
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基本途径和
方法， 能够应用心理学知识初步
分析和解决职工的一般心理诉
求， 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 甄别
职工可能存在的心理危机， 并予
以一定的缓解或转介。

丰富服务项目为职
工 “按摩心灵”

如今， 已经连续举办三年的
“职工心理关爱开放日” 活动已
经成为 “北京市职工发展心理体
验示范中心” 的一项品牌活动，
活动向全市工会会员和职工， 每
月设定一个主题， 包括 “心理戏
剧”、 “曼陀罗绘画”、 “积极心
态 ” 等内容 ， 活动深受职工欢
迎， 今年年初， 开放日活动启动
报名后仅三天， 全年的名额便报
满了。 活动如此受欢迎， 离不开
强大师资队伍的支持。

开放日中的“生命的舞台，你
是主角” 心理戏剧体验课因为新
颖的课程形式， 在职工中口碑颇
高。 心理戏剧体验课老师许多多
说，往常她都是在校园中讲课，现
在面对的是来自不同行业的职
工，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她几乎每
堂课都会结合他们的职业特点，
对课程进行调整。 许多多从事心
理戏剧培训已经4年多了，讲课大
方幽默，今年，她固定于每月20日
来市职工服务中心授课。

许多多告诉记者， 心理戏剧
十分看重个人的体验感 ， 讲课
时， 她会营造出一个场景， 让学
员们通过表演， 体会到自己内心
的真实反应和感受。 “所以我必
须要提前了解到他们的工作性

质， 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 来调
整我的讲课内容。”

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为了保证职工心理服务的
质量， 每次课程结束后， 他们会
请职工给老师打分， 分数过低的
老师将会予以淘汰。

“老师在您的引导下， 我感
觉整个人都放松了 。 ” 12月 20
日 ， 是市职工服务中心今年最
后一次举办职工心理关爱开放日
活动 ， 当天的课程以 “催眠大
师·感受利用心理暗示进行沟通
的奇特技巧” 为主题， 老师不仅
引领大家进行了催眠体验， 还邀
请大家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 参与者争相说
出自己的感受， 期望得到老师的
指点， 一直到下课时间， 还有人

在举手发言。
“通过参加开放日活动，我们

继而了解到了市职工服务中心推
出的多项心理关爱服务， 比如线
下一对一心理咨询， 就让我们非
常受益 。 ”石景山区培智中心
学校校长傅立新告诉记者， 他们
学校的学生都是中重度残障者，
为了照顾好这群孩子， 老师每天
都要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 有的
老师因为长时间在工作中处于精
神紧绷状态，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这些年， 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帮助
老师缓解工作压力， 特别是从去
年开始接触了职工服务中心的心
理服务后，他们感觉收获很大。

“我们有一名80后女老师 ，
2005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学校工
作， 她的个人能力非常强， 心理

素质也很好， 即便是这样的优秀
老师， 工作几年之后也出现了心
理困扰。 后来， 我给她介绍了市
总工会的一对一心理咨询服务，
她很快约了一次咨询， 事后她告
诉我， 咨询师从专业角度， 帮她
消解了积攒多日的负面情绪 。”
傅立新说道。

据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 ， 除了日常心理科普体
验、 心理服务开放日、 个体心理
咨询， 他们还开展了三八节女职
工心关爱、 职工子女托管班亲子
和家庭教育， 为职工搭建起心理
服务体系， 直接服务工会会员超
过2万人次。

掏出手机即可享受
免费心理咨询

“为实现工会心理服务的普
惠制与全覆盖， 我们不仅开展了
线下活动 ， 还积极推进线上项
目。” 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 在市总工会的支持下，
他们搭建了覆盖全市职工的 “北
京市职工心理体验服务系统 ”
（www.bjzgxl.org） ， 职工只需凭
身份证号或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号登录， 即可免费享受11项线上
心 理 服 务 ， 包 括 专 业 的 心 理
评 估 并获取分析报告 ， 体验量
身匹配的调试音乐 、 电影 、 游
戏、 电子书、 培训课程等， 每天
早10点至晚12点还有专业心理咨
询师在线， 为职工提供免费一对
一心理咨询服务， 为职工解决因
时间、 隐私、 费用等问题产生的
咨询困扰。

同步上线的还有 “首都职工
心理发展” 微信公众平台， 平台
开通后持续向职工宣传普及心理
健康知识， 传播专业丰富、 积极
正向的心理学理念， 截至目前，
微信访问量已超过23万人次。

2017年年初， 中心又对 “心
理体验服务系统” 进行了升级，
职工只需通过关注 “首都职工心
理发展” 微信公众号， 随时可用
手机体验系统中的各项功能。 截
至目前， 心理服务系统访问量近
70万人次。

记者了解到， 为更好地推进
首都职工心理关爱服务工作 ，
2019年， 市总工会将紧密结合首
都实际与各级工会实际情况， 积
极 、 主 动 、 有 创 造 性 地 落 实
好 中 国工会十七大提出的相关
任务， 大力开展好职工心理关爱
服务工作。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 他们作为落实市总工
会职工心理关爱服务工作的主责
单位， 今后， 将继续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 搭建工会系统职工心理
服务的共享平台， 通过开展示范
性心理服务活动， 带领全市基层
工会关注职工心理健康状况， 帮
助职工有效缓解压力， 掌握情绪
管理的方法， 提升全市职工的心
理健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