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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行：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李红，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类教学指
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原理
事长、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部
长、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
院院长。

20版 温陵志/

新发现：弘一大师曾
题签泉州抗战刊物

（中国晚报优秀专栏）

航 标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是对福建泉州美
景美食美文化的诗意性浓缩。因为这一绝妙
诗句，我对泉州神往已久。我喜欢泉州，固然
有被“半城烟火半城仙”吸引的缘故，更有多
次到福建出差中耳濡目染泉州故事的因素。

在整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我特
别看重对妇女儿童心理健康的保护。因为

“一个母亲罹患抑郁症，上下三代人不得安
宁”（Nature，2014）。母亲不仅是家庭的主心
骨，更是孩子教育中的主角，如果母亲遭遇
心理健康问题，那么孩子很少有能够健康成
长的。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由于长久进
化、分工、社会角色等原因，女性从青春期开
始，就显示出一系列的情绪敏感性问题，表
现为特别容易受到中度和轻微负性刺激的
影响而产生更多的负性情绪反应，甚至对很
多中性的刺激也表现出负面反应。因此，长
期以来，女性就更容易遭遇情绪方面的困
扰。而全世界的很多研究都表明，从青春期
到更年期，女性罹患抑郁症等心理障碍的比
例是男性的2—3倍。因此，这是一个非常严

峻、严重影响祖国未来的现实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儿童的确面临更多

的心理健康问题诱发事件。例如，女性的职
场压力（职场竞争、工作负荷、晋升困难等）、
生育压力（胎儿健康的担忧、分娩疼痛的恐
惧、产后身材变化和角色转变的不适应等）、
婚姻家庭压力（婚姻关系不和谐、家庭暴力、
婆媳矛盾等）、子女养育压力（子女的教育支
出、生活费用、陪伴需求、教育辅导、成长焦
虑、社会比较等）、加上女性自身对负性刺激
特别敏感等多种内外部因素，都会对女性的
心理健康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儿童所面临
的学业竞争、考试成绩、升学压力等学业因
素，与同学、老师和家长的关系不融洽等人
际关系因素，父母离异、家庭贫困、家庭暴力
等家庭环境因素，传统社会向网络社会变迁
的不确定性因素，加上自身相对不成熟的心
智发展水平等内外部因素，则会对儿童的心
理健康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筑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保护妇女儿童
身心健康，首先要形成正确的认识。认识到

妇女儿童自身在面临心理健康问题中的劣
势、在整个人口基数中占比的优势以及对社
会安定和祖国未来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其次，要形成健全的机制来保障妇女儿
童的合法权益，尤其是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采用网格化管理方式，实现对社区内
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的全覆盖。

第三，要培养一支专业化的队伍，加大对
心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心理专业人
才的数量和质量，使之能够采用适合妇女儿
童的方式，为其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健康服务。

第四，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对
妇女儿童身心健康保护作用，例如，公园化
城市建设、各种文化设施、体育设施、娱乐设
施，甚至合法的宗教场所等，都能够对民众
的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在古田县访问的时
候，参观了古田临水宫祖庙，认识了民间崇
拜的“圣母”陈靖姑。她被尊称为“顺天圣母”

“妇女儿童保护神”。她的故事主要围绕着救
助妇女儿童、降妖除魔来展开，她的形象代

表着慈爱、温柔和守护，给予人们在生育和
抚养子女过程中的精神支持，可以帮人们减
轻焦虑和压力，形成善良、勇敢、慈爱等价值
观，强化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增强心理韧
性。尽管在科学世界观普及的当代社会，大
家并不相信有什么妖魔鬼怪，但民间对她的
信仰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妇幼健
康的关注。因此，筑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也
包括利用民间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习俗甚
至宗教的因素，来达到保护妇女儿童甚至整
个社会民众身心健康的目的。泉州被誉为

“世界宗教博物馆”，宗教和民间信仰文化丰
富，大有挖掘资源、发挥优势的空间。

充分利用多元文化等社会资源保护妇女儿童身心健康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李菁 庄丽祥 通
讯员谢明花 万馨璟 实习生张亚欣 文/图）
泉州台商投资区医院“无陪护”试点病房正
式启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

“无陪护”试点病房正式启用，石狮市总医院
“无陪护”病房试点工作在四个科室正式开
始……今年以来，泉州“无陪护”病房试点范
围逐步扩大，一人住院不再“全家忙”。

医院里的“无陪护”服务，是经过规范
化培训的护理员为在医院接受检查、治疗、
护理和康复的患者提供的24小时连续不
间断的生活照护等服务，实现了无家属陪
护或陪而不护。在泉州医高专附属人民医
院A12病区骨科“无陪护”试点病房里，护

理员正为腿部骨折的患者老郑进行晨间护
理。在协助老郑做完漱口、洗脸、洗手等个
人清洁工作后，护理员还要协助其进食、督
促服药、关注静滴情况，并时刻观察、了解
老郑的身体状况，有异常及时向医护人员
报告。在老郑手术后，护理员还要承担起帮
助他进行康复训练的工作。在产科的“无陪
护”病房里，另外一名护理员正为产妇清洁
擦身。除了护理产妇，她还要协助哺乳，对
婴儿进行生活护理，观察婴儿的大小便情
况等。

据悉，早在2020年，泉州市第一医院、
泉州医高专附属人民医院就先后试点“无
陪护病房”，解决了部分患者和家属的看护

难题。2022年7月，为减轻群众住院陪护负
担，《福建省“无陪护”病房试点工作方案》
印发，全省确定“无陪护”试点医院17家，
试点病区107个，试点医院试行整体护理
按床日收费，整体护理收费远低于传统护
工收费标准，切实减轻了患者及家属经济
负担。2023年11月，泉州《关于进一步推进
医院“无陪护”病房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布，
决定从2024年1月起，“无陪护”病房试点
范围逐步扩大至全省所有三级医院，并延
伸至二级公立医院。泉州迅速行动起来，目
前，已有20家二级以上医院开展“无陪护”
病房试点工作，试点病区共42个，试点病
区医疗护理员129名。

为配套推进“无陪护”病房建设，泉州
还启动了“整体护理按床日收费”试点工作
医院4家，试点病区共13个；试点病区实际
床位总数1394张，累计服务患者13561人
次，累计试行整体护理按床日收费患者
2880人次。

医院“无陪护”病房试点工作开展以
来，试点病区患者家属陪护率明显下降，试
点工作得到患者、家属、医务人员的肯定，
泉州的各试点医院收到了一面面锦旗和一
封封表扬信。“刚入住时，我的母亲抗拒康
复治疗，偶尔还会大发脾气，打骂身边人，
连我们家属都十分无奈和害怕。但是，护理
员尤爱玉充分发挥爱岗敬业的精神，任劳

任怨、极致耐心地日夜守护在我母亲身旁。
在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中，母亲康复良好，
还和尤爱玉结下了友谊。”市民黄先生给泉
州市第一医院“无陪护”试点病房送来了感
谢信。

记者了解到，在前期试点单位的工作
经验基础上，泉州将进一步完善医院“无陪
护”病房管理机制，推广试点工作中形成的
好经验好做法。医院将落实强化护士配置，
建立护理员队伍、规范护理员职业行为和
强化护理员系统培训。同时，提升医院后勤
配套保障能力和“无陪护”病房信息管理等
工作，进一步优化医疗服务，提升患者体
验。 （相关报道见第十八版）

今年以来，泉州“无陪护”病房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到20家二级以上医院

破局“一人住院全家忙”

▲“无陪护”病房十分安静，
让病患更舒心养病。

◀护理员带新生儿更专业，
让宝妈宝爸更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