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三
届二次会议上 ， 工会界政协委
员、 朝阳区双井街道总工会主席
张凤敏建议， 组建职工心理关爱
工作网络和心理职业人才库， 关
爱职工心理建设。 这个建议体现
了工会工作者的新视野， 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

关爱职工心理健康有实际调查
作依据 。 《北 京 社 会 发 展 报 告

(2015～2016)》 指出： 首都职工面
临工作、 精神、 住房和家庭生活
四大压力， 近两成职工认为精神
心理压力是当前面临的最大压
力， 排在了住房、 看病、 子女入
学等前面。 2017年， 北京市总工
会开展的首都职工心理健康状况
调查报告显示， 大部分职工感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 ， 20.4%的
职工出现了中重度的抑郁， 有中
重度焦虑情绪的职工占 10.5% ，
38.2%的职工感到生活较不满意
或不满意。

社会转型时期， 职工在日常
工作 、 生活 、 学习中遇到的压
力、 困惑远比突发事故更多、 更
普遍， 而且很容易引发焦虑、 抑
郁等精神状况， 如果不能及时疏
导、 缓解， 可能发展成为更严重
的问题。 张凤敏在实际工作中体

验到， 职工心理诉求很多， 内容
涵盖婚姻、 家庭、 职场、 睡眠、
亲子……这些问题说起来都是小
事， 影响的却是职工情绪、 工作
状况、 社会稳定。 工会作为职工
的 “娘家人”， 理当关注、 爱护，
为职工提供心理援助服务。

张凤敏在建议中指出了职工
心理健康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一
是工作开展不平衡， 不能提供普
惠性服务； 二是针对性、 有效性
较差， 工作处于粗放型状态； 三
是服务资源没有得到最优化的利
用。 这些问题不是工会一家可以
解决的， 提交 “两会”， 呼吁社
会各界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 体
现了工会为职工服务尽职尽责。

心理援助也称心理干预， 简
单地说， 就是当一个人遇到心理
挫折或危机时， 以第三者介入、

分担的方式， 对其精神上进行救
助、 干预， 解除其困扰、 压力，
引导他 （她） 重新正常生活的一
种心理治疗方法。

有人说， 心理援助无非就是
做思想工作， 换了个时尚说法而
已， 犯不上兴师动众。 这是一种
误解。 不错， 心理援助的对象是
有思想的人， 但需要心理援助者
的思想是有特定内容和指向的，
不是简单讲讲大道理 ， 或 批 评
或 帮 助 就 能 够 解 决 的 。 援 助
者 需 要 具 备 一 定 的 心 理 学 知
识 和 技 能 ， 以 良 好 、 适 当 的
相 互 关 系 为 基 础 ， 用 语 言 和
非 语 言 交 往 的 心 理 学 技 巧 ，
按 照 一 定 的 程 序 ， 通 过 改 善
受援者的心理机能， 最终达到
消除或缓解其心身症状， 恢复健
全心理， 开始新生活的目的。 这

个要求显然比我们通常所理解的
思想政治工作专业得多， 也远远
超出了政治范畴。

北京有着丰富的心理服务资
源 ， 如大专院校的教学科研人
员、 心理咨询服务和医疗机构以
及从业人员， 但由于没有充分、
合理利用， 与有着多种心理服务
需求的职工群众不能形成有效对
接， 不能提供较好的服务。 张凤
敏建议政府统筹协调全民心理健
康服务工作， 建立跨专业、 跨部
门的专家组，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
作用， 对各部门各领域开展心理
健康服务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这其中就包括给予工会的帮助。
当然， 工会组织为了当好 “娘家
人”， 多说 “知心话”， 也应该努
力培养自己更多的专业干部， 更
好地为职工群众服务。

■长话短说

近日， 上海市妇联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2019
年拟向上海两会提交的10份议题。 议题围绕幼儿托
育、 妇幼健康、 生育配套制度创设、 家庭养老等问题
展开。 其中， 一条关于产假由夫妻双方共享的建议令
人耳目一新。 (1月17日 《中国青年报》)

□蒋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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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要把职工生产生活的细节放在心头

■世象漫说

社会各界都应该关爱职工心理健康问题

防保健品消费陷阱
不能止于“提醒”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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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回家
多陪陪父母吧

李雪：手机APP越界索权的问
题再次受到关注。近日，在使用个
人所得税APP申报个税时， 个别
地方出现申报人“被就职”现象，
即在“任职受雇信息”中，申报人
供职于完全没有听过的企业或单
位。不少人认为，自己的身份信息
可能被盗用，从而导致“任职受雇
信息”出现异常。对手机应用软件
越界索权治理，首先，依法惩治是
根本。 其次， 需要行业的守法自
觉。最后，个人应加强防范意识。

手机APP越界索权
亟须根治

汪昌莲：春节临近，不少所谓
的保健品经营者，打着岁末答谢、
感恩回馈等幌子， 诱导中老年消
费者参加所谓的年会活动， 并借
机大肆推销经过其精心包装的
“养生保健产品”。 中国消费者协
会近日发布 2019春节消费提示
称， 在养生保健方面要 “注意防
骗”。“保健品岁末答谢”， 实为趁
“老”打“节”。防范保健品消费陷
阱，不能止于“消协提醒”，相关部
门要及时出手，治理保健品乱象。

威海港工会 “把职工生产生
活的细节放心头”。 通过一点一
滴地做实事， 努力提升职工幸福
指数 ， “我们的口罩都是8层 ，
鞋底也比从前加厚了不少……”
如今， 在山东威海港股份有限公
司， 工人们身上的 “装备” 旧貌
换新颜 。 2013年 ， 威海港迁至
新港区。 刚搬迁时， 基础较差、
资金不足 ， 工作装备配备不理
想。 可是， 港口工作的危险性相
对较大 ， 工装关系着职工的安
全。 工会收集了职工们反馈的意
见 ， 并在 “职工安全健康无小

事 ” 上形成共识 。 （ 1月 17日
《工人日报》）

细节决定成败， 关乎命运 。
“把职工生产生活的细节放心
头”， 充分体现 “娘家人” 把职
工放在心上， 职工在娘家人心里
有多重要。 细节关系到职工的安
全生产， 关系到职工的劳动保护
和幸福指数。 细节是平凡的、 具
体的、 零散的， 细节很小， 容易
被人们所忽视， 但它的作用是不
可估量的。

“把职工生产生活的细节放
心头”，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更好反映群众呼声， 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是工会工作永恒的主题。
工会多和职工接触， 多零距离接
触，多些关爱的细节，做好精准服
务，可以从中掌握第一信号，了解
员工的所想所思所盼。 多关心职
工在生产中或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第一时间给予帮助，慢慢的你
就成为职工心中愿意倾诉的人
了。这对于娘家人关心员工，服务
员工 ， 凝聚人心 ， 营造家的温
暖， 促进企业发展大有裨益。 为
企业健康、 和谐、 稳定的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 □左崇年

社会转型时期， 职工在日
常工作 、生活 、学习中遇到的
压力 、 困惑远比突发事故更
多 、更普遍 ，而且很容易引发
焦虑 、抑郁等精神状况 ，如果
不能及时疏导 、缓解 ，可能发
展成为更严重的问题。

阴雨连绵， 杭州的这个冬天
有点冷 ， 一家便利店的 “温暖
角” 成了独特的存在。 一个方桌
上简单摆着几杯奶茶， 旁边的小
黑板上贴着很多陌生人写的彩色
贴纸。 原来， 前不久， 店长出于
好意， 送了一杯奶茶给工作到深
夜的地铁工作人员， 但这位工作
人员收下奶茶后又付钱买了一杯
新的留下， 留了字条希望能把这
杯 “爱心奶茶” 转赠出去。 （1
月16日央广网）

这家便利店的 “温暖角 ” ，
可以在两个方面带给我们以启
发 ： 第一 ， 善意会传染 、 会壮
大， 最终从一个人的善意成为一

群人的善意， 进而让更多人得到
温暖 。 便利店 “温暖角 ” 的诞
生， 正是如此。 开始只是店员送
给工作到深夜的地铁工作人员的
一杯奶茶， 结果激发了这名地铁
工作人员内心的善意和创意， 进
而自己掏钱买了一杯奶茶， 留给
后来的陌生人， 他这一举动， 又
让更多人纷纷效仿， 最终形成了
闪耀着慈善光辉的 “温暖角”。

第二， 不管是 “温暖角” 一
杯奶茶所传递的温暖， 还是那些
随着奶茶留下的充满体贴与鼓励
的纸条， 都让我们有一种抱团取
暖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 是我们
多数人所需要的。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之所
以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之所以能
够向着 “完美” 无限靠近， 从来
都不是哪一个人做了很多， 更不
是他做了全部， 而是无数的人每

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用一点点的
温暖与良善， 共同筑起整个社会
的公益慈善的大厦， 然后庇佑那
些需要庇佑的人； 温暖那些需要
温暖的人。 □苑广阔

“温暖角”是寒冬里的一抹春色
最近，网上热传“用公式算

算亲情账，结果真残酷！”的帖
子。 该帖子作者为了事业在外
打拼多年， 每年春节才回家一
趟，且顶多呆10天，还多半走亲
访友， 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很
少。 同时， 他还算了一笔亲情
账，母亲现在60岁，如果能活到
95岁， 陪在她身边的时间也不
过是350天，还不到一年。

天下做父母的， 哪个不为
子女操碎了心？这个道理，谁都
清楚，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视
之为当然而漠视、忽略。春节大
迁徙中， 很多人一路风尘往家
赶，就是为了家人的团聚。而对
于那些 “手机控”、“低头族”来
说，过年回家除了“和同学朋友
聚会”，多半时间都花在了“看
手机”、“玩IPAD”上。

或许， 只有在对 “亲情账
单”进行核算之后，我们才发现
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实在是太短
了。可在感动之后，我们又有多
少行动呢？或者虽然回到了家，
又拿出多少时间来陪伴父母？

其实，与儿女们交流，是父
母最香的“心灵鸡汤”。与晚辈
们“话疗”，是老人最好的精神
慰藉。不可否认，现代人生活节
奏越来越快， 工作压力越来越
大。 子女关心老人有时力不从
心。也不可否认，给赡养费是一
种孝心， 但是金钱代替不了亲
情。《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明确
规定， 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
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
老年人。

或许，我们还没有危机感，
但日渐苍老的双亲， 留给我们
尽孝的机会并不多， 他们有着
与子女“相处一次就少一次”的
急迫与焦虑。 而且，“子欲孝而
亲不待”的懊悔，在每个人身边
总能听得到， 遗憾的是许多人
总是重蹈别人的覆辙。

所以 ， 行孝要趁早 。 团
聚 ， 不仅仅意味着 “见面 ”。
放下手机， 减少一下聚会的次
数， 多帮父母揉揉背捶捶肩刷
刷筷子洗洗碗， 多陪父母聊聊
天， 父母会更开心。

□祝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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