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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的情绪提供安全“避风港”

□本报记者 任洁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阳光灿烂的周末午后， 北京
工业大学辅导员陈晨的手机突然
响了， 是她特别关注的一个学生
打来的，“陈老师， 我现在在天台
上……” 她听到这里一下子集中
起所有精神来。

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 陈晨
来到北京工业大学， 成为一名一
线学生辅导员， 如今已是学校文
法学部学工办主任、 北京高校辅
导员工作室“指南针”生涯规划工
作室核心成员。有一年，她给全体
新生做了关注心理健康的主题讲
座后，一名学生找到她，诉说了自
己的故事。原来，这名学生一直觉
得活着很难， 可是高中老师对他
非常好，他不忍让老师难过，就勉
强撑下去， 老师劝他到了大学一
定要去跟心理老师聊一聊， 他就
来了，像是完成一个任务。

听完这名学生的心路历程，
陈晨很震惊， 也很感激这位高中
老师把一条生命延续下去的希望
传递给自己。 她暗下决心， 要拉
住这名学生， 拉近生命的距离。
那天 ， 陈晨与这名学生聊了很
多， 她告诉对方： “生命可贵，
在还没想清楚活着的意义时请再

给自己一次机会， 也许明天就会
得到答案。”

随后， 陈晨巧用心理学， 精

心设计了一个个沟通机会， 每次
沟通结束时都留下伏笔， 有时是
要看一个月才能还给这名学生的
书， 有时是请这名学生帮忙下周
交上来的材料等， 吸引这名学生
继续走下去。 她告诉这名学生自
身具备的诸多优点， 请他 “坚持
不下去时一定要告诉老师， 千万
不能不辞而别， 因为老师也接受
不了”， 这名学生动容了。

在沟通中， 这名学生对陈晨
建立起信任， 信守承诺的他每次
想放弃时果然联系了陈晨， 她听
到过很多次这名学生在天台的哭
泣， 也接到过这名学生躲在灌木
丛中打来的电话， 直到平稳情绪
后回到安全的地方。

就这样， 不停地谈心， 不懈
地呼唤， 在陈晨的劝说下， 这名
学生终于愿意接受定期的心理咨

询， 开始定期去医院复诊。 为了
给这名学生提供更多、 更稳固的
支持系统， 在征得学生同意后，
她再接再厉， 发动更多学生愿意
亲近的人加入挽救小组， 包括请
他的室友班长跟他用心地交朋
友， 联系班主任给这名学生提供
专业指导和师长的关怀， 跟咨询
师联系从不同角度互相配合给他
更多支持。 陈晨则经常跟这名学
生的妈妈通话， 告知这名学生的
近况， 倾听家长的烦恼， 让对方
宣泄情绪后再一身轻松去跟孩子
交流。 她甚至辗转联系到这名学
生的高中老师， 请对方予以及时
的问候， 让这名学生感到毕业后
没有被老师遗忘。

情况一点一点在好转 。 春
节， 这名学生发了人生中第一条
朋友圈， 表达了对大家的新春祝

福， 也传递出对未来的期待。 现
在的他已经顺利毕业， 找到一份
满意的工作。 这名学生和陈晨依
然保持着联系， 他说 “老师这么
久还记得自己， 好感动， 感到好
好活着的动力又增添了很多”。

在成长过程中， 学生总会遇
到困难、 挫折， 多年的学生工作
经验， 让陈晨能够敏锐地感受到
学生的负面情绪， 通过一次次深
入交流、 倾诉， 她给予学生充分
发泄的机会， 陪伴着学生找回勇
气， 心情回归平静。 她认为， 辅
导员是学生思想的引领者、 情绪
的陪伴者、 前行的鼓励者、 安全
的守护者， 自己的故事是千千万
万辅导员的日常经历， 陈晨说：
“我想为学生的情绪提供一个安
全的 ‘避风港’， 告诉他们———
别怕， 有我在。”

首师大人力资源专业毕业、
在家连垃圾都没倒过的北京小伙
儿聂册，为了辖区垃圾分类到位，
撸起袖子翻起了垃圾桶。 聂册是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网格化服务管
理中心副主任。 2020年5月，北京
市正式开始生活垃圾分类， 作为
交道口街道垃圾分类工作人员每
天，他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
主动承担起了垃圾分类志愿者及
宣传员工作。 早上7点，聂册都准
时出现在辖区， 把设施及人员检
查一遍， 同时一边对未进行垃圾
分类的居民开展解释、劝导，一边
对投放错误的垃圾重新分拣。

3个月走访完1000
余家单位

聂册接手垃圾分类工作的时
候，北京市还没就这项工作立法。
“那时候还是宣传推进阶段，主要
跟辖区企事业单位建立联系。 ”聂
册回忆说。 从辖区的企事业单位
入手，大单位带头分类，是政府推
进垃圾分类工作的思路。当时，对
于聂册来说， 最大的困难就是见
不到负责人， 没办法将这项工作
落到实处。一次见不到、两次见不
到，他就从其他渠道入手，有一点
“蛛丝马迹”都不放过，必须千方
百计找到负责人沟通。3个月的时
间，锲而不舍的努力，反反复复的
迂回工作， 让聂册与辖区所有企
事业单位都建立了联系。

“第一次见面后就好说了，之
后可以电话联系。 ”聂册说，“党政
机关的负责人对垃圾分类都有概
念，他们也特别支持，当时不太明
白的就是一些桶站的设施、类型，
我们主要负责方法指导。 ”

当时， 交道口街道有专门的
保洁公司跟各单位对接， 将厨余
垃圾单独回收。 对于刚刚开始垃
圾分类的单位来说， 有些垃圾还
是会不经意混装。 纸巾、酸奶盒、
水瓶等废弃物比较容易进行分
类。 但是，玉米皮、大棒骨不属于
厨余垃圾，而是其他垃圾，是所有

人都没想到的。 当时很多单位都
会将这两样东西丢入厨余垃圾。

“玉米皮、大棒骨由于不易腐
烂， 所以我们把它划分在其他垃
圾。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好几
年前， 刚开始的时候， 是真不知
道。 ”聂册回忆说。

针对这种情况， 聂册收集整
理了各个单位几类容易分错的垃
圾，专门印发了宣传彩页，发到辖
区1000多家单位。很快，企事业单
位厨余垃圾的分类便清晰起来，
基本消灭了错分现象。

大单位难进， 小店面换手率
高。一些商业餐饮店铺，平均两个
月便易主一次。 聂册将这些门脸
做成台账，发到社区，发挥网格管
理的优势，由网格员定期更新。每
更换一家店面， 工作人员都掌握
数据，他们从头宣传，使垃圾分类
工作有针对性。去年上半年起，东
城区统一做了一套垃圾排放的管
理系统，把所有商家、店铺、居民
院都放入系统，更新更便捷了。

“花式”引导游客参
与垃圾分类

交道口街道坐拥著名的南锣

鼓巷。 每天游人如织，垃圾量大。
如何将这些流动的游客吸引到垃
圾分类的队伍中来？ 聂册跟小伙
伴一起想办法。 他们联系了南锣
商会，通过商户，“花式”引导游客
参与垃圾分类。

扫二维码、与吉祥物合影、发
活动照片到朋友圈、 参与垃圾分
类指导……这是2019年时， 交道
口街道推出的 “垃圾分类有你有
我，志愿服务扮靓南锣”环境美化
挑战赛， 游客可以用实际行动助
推南锣鼓巷的垃圾分类工作。 同
时， 南锣鼓巷还在全国率先引导
餐饮商户悬挂垃圾分类提示牌、
推出垃圾分类自律公约， 并以严
格的监督处罚措施， 保证垃圾分
类的长效机制。如今，整个景区的
环境、 文明程度正由内而外地发
生质变。

“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参与，我
们也是为了扩大垃圾分类的影响
力， 也是帮助大家在心中树立起
垃圾分类的意识。 ”聂册说。

事实上， 南锣鼓巷是全国首
个引导游客开展垃圾分类的特色
商业街。当时，南锣鼓巷内布置了
8组垃圾桶，每组垃圾桶分为厨余
垃圾、 可回收物、 其他垃圾三大

类， 由南锣鼓巷内的商户员工自
愿报名成为垃圾分类指导员，每
组垃圾桶配备2名到3名经过专业
培训的垃圾分类指导员， 在每天
中午和晚饭时间上岗， 帮助游客
开展垃圾分类。

《南锣鼓巷商户垃圾分类自
律公约》 也是全国第一个自己发
布垃圾分类自律公约特色商业
街，一共12条。

“南锣鼓巷的这一做法在全
国也是首创。南锣鼓巷166家商户
中，餐饮企业有50余家，每个商户
都要根据自身的产品特点量身打
造，选择自家的主要产品，指导游
客开展垃圾分类。 ”聂册说，“南锣
的工作一直都是通过商会共同推
进，商户们也一直比较配合，效果
挺好。 ”

这一举措推出后， 垃圾分类
的效果更好， 当月就实现了其他
垃圾的减量， 厨余垃圾的增量。
“但厨余是可以再利用的，所以不
能算垃圾。 ”聂册说。

持续提升胡同文明

企事业单位、 商户的垃圾分
类问题都解决了， 聂册面临的新
问题就是居民的垃圾分类。 随着
交道口平房区生活垃圾定时定点
分类投放的施行， 胡同没了垃圾
桶 ， 于是有了垃圾随手扔的行
为。 针对这种现象， 他一方面部
署保洁员加强循环收运缓解垃圾
乱扔现象； 另一方面， 协调社区
组织居民召开议事会， 听取居民
建议， 同时带领宣传员和引领员
上门做宣传， 一遍遍为居民讲解
四分模式， 从源头上杜绝垃圾乱
扔现象。 与此同时， 与社区探讨
试行按片区指定1名楼门院长实

行责任区域负责制， 上门挨家挨
户发放宣传资料， 不厌其烦讲解
垃圾分类的好处， 手把手地教大
家如何分类。

说起居民的垃圾分类， 有一
个问题， 就是不可能挨家挨户检
查有没有认真垃圾分类。 而有些
居民，看到桶站前有执守人员，便
将垃圾丢在远离桶站的路边。 这
不但增加了垃圾分类的难度，还
出现了路边垃圾。 “这只是很少一
些人的做法， 大部分居民都是在
家里将垃圾分好， 扔的时候扔在
相应的桶里。 ”聂册说。

对此， 大家并没有特别好的
办法， 只能从垃圾桶实现分类精
准。 从小在家里连垃圾都没扔过
的聂册，每周巡检时，在胡同里、
在楼房前的垃圾桶， 带头翻起了
垃圾。 没有工作服，纯手工翻找，
翻出来后还要一手掀着垃圾桶
盖，一手拿手机拍照。

“戴着口罩还好点儿，也有味
儿。”聂册挺乐观。但光乐观不行，
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还要强化。
他跟居委会联手，组织居民开会。
屋里，居民开座谈会，讨论垃圾分
类存在问题；屋外，聂册跟同事在
事先拉过来的混装垃圾桶前，奋
力地翻拣垃圾。一个钟头过去，居
民的会开完了，“表演” 垃圾分类
的聂册和同事，分拣完了不到1/3
的垃圾。

之前， 由于居民混装垃圾，
保洁和环卫人员需要二次分类，
导致垃圾收运频率降低， 胡同里
出现了垃圾堆滞的情况 。 聂册
说： “我们是想让大家明白一桶
垃圾， 环卫工人分出来有多不容
易， 以此督促大家从源头做好垃
圾分类， 提高垃圾运送的效率，
持续提升胡同文明水平。” 聂册
说。

“花式”提升胡同文明

———记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学工办主任陈晨

———记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聂册

聂册（左）推进“花式”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