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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基层部队心理服务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

行）》明确：各级应当严格执行军人健康

保护相关规定，加强军人健康管理，积

极开展健康教育、健康检查、疾病防护、

心理卫生服务等活动，增强官兵的身体

素质和心理素质。各级应当重视心理

卫生服务工作，军级单位每年、师（旅、

团）级单位每季度、营（连）级单位每月

开展1次心理卫生服务活动，做好心理

教育、心理测评、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

等，确保官兵心理健康。

官兵心理健康影响着部队战斗力

水平，部队心理服务工作是一项经常性

工作。这就要求各级既要在保证心理

服务工作经常化上下功夫，又要积极探

索适合基层特点的工作方法和途径，不

断推动基层心理服务工作科学有效落

实。

找准着力点，普及心理健康知

识。坚持从实际出发，将心理常识普

及工作纳入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

育、科学文化学习计划中，并与经常

性思想工作、形势任务、主题教育等

相结合，把握新兵入伍后、老兵退伍

前、高强度训练演习、士兵考学、骨干

选配、评功评奖等时机，注重在提高

官兵自我疏导和自我调适能力上下

功夫。

找准支撑点，提高骨干工作能

力。坚持把加强基层心理骨干队伍

建设作为开展心理服务工作的基础

工作来抓，建立完善心理骨干培养选

拔、考评任用和奖惩机制，采取个人

自学、专家宣讲、讨论交流等形式抓

好心理骨干经常性学习，通过理论授

课、实操带教、案例教学等方式抓好

心理骨干学习培训，帮助他们掌握基

础知识、提高基本技能、理清工作思

路，并适时选派优秀心理骨干到院

校、驻地医院进修代培，提高心理骨

干服务水平。

找准切入点，增强心理服务实

效。坚持把心理疏导与日常工作相

结合，利用各种载体、心理咨询热线、

心理信箱等方式，摸准官兵心理脉

搏；建立官兵心理健康档案，开展个

性化心理疏导；利用训练间隙组织心

理游戏，放松官兵身心；与时俱进更

新硬件设施，完善心理诊治空间，为

官兵提供良好心理咨询平台；做好心

理问题筛查，把心理健康纳入部队官

兵年度体检范畴，把心理健康服务贯

穿到各种任务始终，全面提升官兵心

理健康水平。

“激人之心，励士之气。”基层部队

心理服务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

工程，需要各级不断探索、常抓不懈，

不断推动心理服务工作往实里走、往

心里走，让心理服务真正服务到每名

官兵心里。

心 理 服 务 连 着 战 斗 力
■陈典宏 郑 烨

“排长，和您聊完，我心里敞亮了！”

第74集团军某旅女子导弹连营区内，

花香四溢。一名女兵和排长蔡屾聊完天，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蔡屾清楚记得，去年，排里一名战士考

学失利，性格从此变得敏感。刚开始，她试

图从思想层面说服引导，但效果并不明

显。后来，经过旅里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疏

导，这名战士的心情日渐好转。

“如果连队心理骨干能及时靠上去疏

导，问题可能会更快解决。”从那时起，连

队急需心理骨干这件事，被蔡屾记在心

上，也成为她沉下心来学习心理学知识的

初衷。

没过多久，旅里开始筹备打造专业心

理骨干队伍，蔡屾顺利搭上了心理服务的

“顺风车”。

“像我这样的心理骨干，在全旅还有很

多。”蔡屾说，每名心理骨干上岗前，都需

要经过严格考核培训，评定合格后才能为

官兵进行心理服务。

如今，在第 74集团军某旅，像蔡屾一

样，一个个心理骨干逐渐成为掌握官兵

心理情况的“信息员”、宣传心理知识的

“辅导员”、发现心理症状的“观察员”、解

决心理问题的“疏导员”。他们活跃在基

层，像春天的阳光温暖着战友们的“心

田”。

读懂每名战友的“心

世界”，下好心理预防的

“先手棋”，是开展心理服

务工作的“金钥匙”

“真是神了，画一棵树就能读懂我的
心！”刚刚做完心理“体检”后，一名战士
发出这样的赞叹。

作为第 74集团军某旅心理咨询师，
张洪波一直钻研心理学专业知识，深受
官兵欢迎。
“这名战士的心理状况需要及时关

注。”心灵驿站内，张洪波首先通过绘画
投射的方式为 10多名官兵进行了心理
测评。

测试结果出来后，张洪波将心理波
动较大的人员进行标记，然后有针对性
地开展心理疏导。
“这些档案记录了每名官兵的心理

健康状况，是开展心理疏导的数据库。”
张洪波说，为了及时准确掌握官兵的心
理特点和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
心理服务，旅里结合实际建立起心理健
康服务机制，制订服务规范，为每名官兵
建立了专属心理健康档案，并进行动态
跟踪评估。

高大的档案柜内，根据不同时段、不
同岗位、不同心理状况进行区分的心理
健康档案摆放得整整齐齐。记者了解
到，每一份心理健康档案涵盖了官兵基
本信息、心理健康评估、能力倾向测验、
咨询记录等项目。

张洪波至今还记得心理健康档案盒
里的一份档案。

在面临留队还是退伍的选择时，上
士王达决定继续留队。因为没有和妻子
充分沟通，妻子时常和王达闹别扭，一度
成为他的“心病”。

对王达进行心理测试，尽管量表测
试都处在正常范围，但张洪波根据他的
行为举动，判断他的心事很重。后来，张
洪波一次次找他聊天谈心疏导，一步步
打开了他的心结。
“有些官兵对传统的量表测试存在防

御心理，遇到问题时怕引来别人异样的目
光，导致测试结果不准确。”张洪波说。
“怎样才能尽快打开像王达这类官

兵的‘心世界’？”张洪波和心理骨干们研
究出来一个管用的小妙招——和官兵一
起“玩游戏”，顺便“聊聊天”或者“画幅
画”。

通过这种方式，张洪波和心理骨干
们让许多战友卸下了心理包袱，建立起
一份份真实的心理健康档案，他们也成
了官兵打心底敬佩的“心灵导师”。
“说得再多，不如懂我。”张洪波给全

旅心理骨干辅导时说，作为和战友们一
起摸爬滚打的基层心理骨干，既要善于
通过“饭堂看饭量、床上看睡相、工作看
干劲、处事看态度”等方式接收官兵的
“心灵电波”，更要真心融入他们的“心世
界”。

“读懂每名战友的‘心世界’，下好
心理预防的‘先手棋’，是开展心理服
务工作的‘金钥匙’。”张洪波说，生活
中，每个人心理都可能出现一些心理
波动，只要及时化解，就不会演变为心
理问题。

在不少带兵人眼里，借助这份沉甸
甸的官兵心理健康档案，还可以了解到
每名官兵的优点和缺点，结合他们的日
常表现，准确把握每名官兵的思想脉搏，
让心理服务更好地向战斗力聚焦。
“这名新兵虽然训练成绩突出，但受

心理影响，一到实弹射击就紧张，导致频
频发挥失常，暂时不适合分配到核心战
斗岗位。”在决定新兵专业岗位去向会
上，张洪波应邀参与新兵岗位分配，他根
据新兵心理健康档案，为每名新兵定岗
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
“借助心理健康档案，为每名官兵找

准符合其心理特征的岗位，有利于进一步
释放他们在练兵备战上的潜能。”该旅人
力资源科科长刘纪伟说。

心理骨干犹如一棵

幼苗，需要不断施肥和浇

水，才能长成给战友乘凉

的大树

“面对心理危机时，人会产生各种各
样的反应，一个好的倾听者需要学会共

情……”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心理辅导员

钟林飞和基层心理骨干们讨论着工作中
转换视角、换位思考的重要性。

课堂上，官兵们发言踊跃，纷纷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走出课室，钟林飞同心理骨干们一
起做“同舟共济”“四人三足”等团体性心
理游戏，大家的欢声笑语为培训增添了
无限活力。
“像这样的心理骨干集训，旅里定期

组织，与其说是培训班，不如说是一个互
相探讨交流、共同成长进步的课堂。”钟
林飞说，这些来自基层营连的心理骨干，
学历层次参差不齐，但他们个个都是闪
闪发光的“金子”。
“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和疑点，都

是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钟林飞说，面
对心理骨干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他都会
认真详细地解答，“等下次再遇到同样的
问题，他们就会有的放矢。”

四级军士长张广训是该旅数一数
二的军事训练尖子，连续 12 年担任班
长，他带过的兵个个生龙活虎、素质过
硬。为了更好地履行班长职务，做战
士的“贴心人”，他主动报名参加心理
骨干培训。

经过两周学习，张广训深有感触
地说：“心理服务不仅仅是和战友谈谈
心、聊聊天，自己以前对专业的心理工
作方法一无所知，这次真的受益匪
浅。”
“心理骨干犹如一棵幼苗，需要不断

施肥和浇水，才能长成给战友乘凉的大

树。”负责培训的该旅宣传科干事陈思焕
说，这种互动式的心理培训，不仅让基层
心理骨干们学到了更多知识，更能提高
他们的学习积极性，真正把心理服务工
作做到官兵心里去。

钟林飞同样也是培训的受益者。
由于部队驻地分散，过去他了解基层
官兵的心理状况，大多只能通过电话
或者网络，很多情况不能及时掌握，无
法“一对一”“面对面”对官兵进行心理
疏导。如今，依托遍布全旅的心理骨
干，心理服务工作覆盖到了每一名官
兵。

心灵驿站内，心理骨干卢锦涛一
边学习心灵沙盘、心理测试仪、仿真式
宣泄人等心理工作器材设备的使用技
巧，一边翻阅健康宣教书籍，了解掌握
心理健康知识和常见心理问题的处理
方法。

卢锦涛说，旅里不仅营造了良好的
学习环境，还健全了心理骨干培训选拔
机制，并根据考评结果进行等级划分。
如今，该旅已形成梯次配备、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心理服务工作网络——旅有
专业心理咨询师、营连有心理骨干。他
说：“我就是经过营连推荐、集中培训、考
核评审选拔出来的心理骨干，干不好说
不过去。”
“开展心理服务工作既需要积极的

工作态度，更需要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实
践经验。”班长李泉说，前段时间，旅里组
织心理骨干专项能力评估，他被评定为
不合格。后来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李
泉熟练掌握了基本功，最终重返岗位。

选派优秀心理骨干到院校和驻地
医院进修代培，定期组织心理骨干集
训，邀请心理专家来队授课，建立奖惩
机制……

官兵们相信，随着旅里这些举措的
落地，心理骨干们将发挥更好的作用。

官兵在哪里，心理服

务就延伸到哪里，“心”工

作源源不断迸发“心”能量

“‘知心姐姐’来啦！”再次看到心理
服务小分队队员谭畅到来后，上等兵付
晓宁开心地说。
“大家训练辛苦啦，我们做一个心理

游戏放松一下……”训练间隙，官兵们围
坐一圈，被誉为“知心姐姐”的谭畅，见缝
插针地组织官兵开展“坐地起身”“驿站
传书”等心理游戏，为大家放松身心，缓
解训练疲劳。
“旅里定期开展心理服务下基层

活动，自己很荣幸能够参与其中。”谭
畅说，为了更好地帮助战友们调适身
心、疏导情绪，旅里经过严格考评筛选
出 10 余名心理骨干，组建心理服务小
分队，深入基层营连巡回宣讲心理健
康知识、开展团体心理疏导、组织心理
行为训练。
“生活中并不缺少快乐因子，我们要

学会随时清理心灵垃圾，给阳光留出更
大空间。”某连教室内，心理服务小分队

队员黄涛为 10余名战士开展团体心理
疏导，鼓励大家用微笑展现自信、用笑容
感染他人。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要上了！”“准

备好了，我们支持你！”心理行为训练场
上，心理服务小分队队员张俊现场示范，
耐心指导大家开展“凌空跨越”“信任背
摔”“合理冲击”等多种心理行为训练课
目，锻炼官兵们的意志胆量，增强心理承
受能力和自信心。

在旅创破纪录比武场上，下士范
思远由于紧张出现心悸等症状。休息
间隙，心理咨询师张洪波立即对他进
行心理疏导干预，让他缓解紧张情
绪。范思远很快重返比武场，比武取
得佳绩。
“官兵在哪里，心理服务就延伸到哪

里，‘心’工作源源不断迸发‘心’能量。”
该旅领导说，要让心理服务工作跟进训
练场，让心理骨干成为守护官兵心理健
康的“知心战友”。

营区内，“心灵对对碰”活动如火如
荼，基层连队干部、心理骨干与战士“结
对子”，官兵间的沟通交流变成了“拉家
常”；机关汇编制作的《官兵心理常识普
及图册》，成为官兵们的“心灵宝典”；心
理服务板报上设置的“励志墙”“笑脸
谱”，让官兵们争相展现出最美的笑脸；
心理骨干们传授的心理调适简易方法，
成为呵护官兵们心理健康、驱除坏情绪
的“过滤器”。

今年野外驻训期间，该旅机关适时
播放优秀战斗影视片、优秀战斗歌曲、组
织文艺小分队汇演，为官兵们思想减压；
心理骨干们穿梭演训场，为官兵们心灵
“除霾”，让官兵们始终斗志昂扬。

心理骨干李月婷说，为了让大家
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旅队总结
的正向心理暗示、负面情绪宣泄、跳心
理健康操等自我调适八法，有效舒缓
了官兵们因长期高强度训练带来的紧
张情绪。

指挥保障一连网络学习室内，连队
心理骨干彭瑞中点开“心灵港湾”专题网
页，引来战友围观。

彭瑞中介绍，网页设有心理咨询、
心理测试、心理案例、心理论坛、心理
信箱等 10 多个专栏，通过视频、漫画、
图片等形式进行解读，战友们可以在
自助学习中把握心理健康标准，了解
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学会自我心理
调适技巧。
“我最近在上级组织的比赛中没发

挥好，影响了团队成绩，感觉大家对我的
态度和以前不太一样，我很郁闷……”一
天下午，战士赵有惠拨通旅里心理咨询
热线，向值班心理医师王冠宇求助。王
冠宇运用“理性情绪疗法”，引导他走出
心理阴影。
“旅里面向全旅官兵开通心理咨询

热线，为不愿‘露面’的官兵，开辟了守护
心理健康的‘绿色通道’。”王冠宇说，一
系列举措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让旅里的
心理服务工作真正成为战斗力提升的倍
增器。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版式设计：梁 晨

探寻打开“心灵密码”的“金钥匙”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通讯员 郑 烨

作为基层心理骨干，第74集团军某旅指挥通信连排长肖敏（右三）相信，只要主动靠前，心里装着战友，就一定能够及时驱散战友们的心灵阴

霾。图为训练间隙，肖敏和战友们聊天。 韦尚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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