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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油墨香气的《烟台日报》已经积攒了
一大堆，里面都刊登着我的文章，每次刊登我
的文章，我都要保存几份。时间长了，有的报
纸已经泛黄，但我觉得越是泛黄，越觉得亲切，
它记载着我流逝不远的岁月，有了它们我才觉
得岁月可以追忆，我的情感才有所附丽。

对《烟台日报》的喜爱，应该从我爷爷算
起。我爷爷所在的那个村党组织，早在抗日战
争时期就已经成立，为八路军输送了很多战
士，有的人牺牲在战场上。我爷爷积极上进，
经常阅读进步刊物，包括后来的《烟台日报》，
在村里经常把报纸里的内容念给乡亲听。爷
爷在世时经常把这段经历讲给我们这些孩子
听，因此我对《烟台日报》特别喜欢。

稍微长大后，我爸爸时常把《烟台日报》带
回家看，他看报纸特别仔细，每条新闻都看，尤
其关心小钢联的发展，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报
道。当时小钢联在烟台非常火爆，成为烟台人
津津乐道的话题，一有这方面的报道，我爸爸
总是拿出来念给全家人听，这加深了我对《烟
台日报》的认识。后来多少识几个字，我就拿
报纸像大人那样装模作样地看，引起很多人的
好评。

我爸爸的单位有个阅览室，我没有事就
跑到那里看一些书刊，有些书刊很厚，我识字
不多看不懂，就翻看儿童一类的书报看。偶
尔一次我看到了《烟台日报》里面有很多图
画，工农兵形象居多，儿童题材的更有趣，我
都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是家喻户晓的英雄模
范人物，像岳飞、林则徐、秋瑾、雷锋、黄继
光、邱少云、董存瑞、草原小姐妹、王进喜等，
经常以漫画形式刊登在报刊上，看着这些栩
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我一方面被他们的精神

所感染，一方面为这些画所吸引，丰富的人物
形象，活灵活现的人物造型，仿佛把这些英雄
画活了。

上小学时，我们小学生的课余期间，没有
太多书可看，一般都看小人书，再一个就是老
师带到教室的《烟台日报》。这些报纸大多数
是老师无意带到教室的，也有的是上面有好
新闻，或者有一篇老师觉得不错的文章，拿来
念给我们听，让我们模仿写作文，增加我们的
见识。通过这些报纸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
不仅仅是这个小山村，还有很大很大的莱山，
很大很大的芝罘，很大很大的山东、中国、世
界。因此在我们的作文里，随手就用上当时
非常时尚的口号，老师见到我们从小就能够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非常高兴，常常鼓励我
们为国争光，像乒乓球运动员那样把五星红
旗在世界体育赛场上升起来。

报纸上经常刊登一些诗歌，有些诗歌写
的通俗易懂，很多小学生也迷上了写诗，一

些胆大的学生就在课堂上大声朗诵，我胆小
不敢朗诵，只能静静地听着。老师鼓励我们
往外投稿，很多学生都大胆地投了，这使得
我们这个班的学习成绩迅速提高起来。《烟
台日报》良好的报风带动了村风校风的进
步，我们这些小学生总是能够比农民伯伯多
知道一些外面的世界，这成为了我们炫耀的
资本。后来想起来，真觉得应该感谢《烟台
日报》，它让我们更快地成熟起来，懂得更多
做人的道理。

一晃八十年过去了，《烟台日报》不仅没有
成为耄耋老人，反而越来越年轻了，从1945年
的呱呱落地，到如今走过 80 年辉煌历程。《烟
台日报》伴随着我从人生的一个阶段走向另一
个阶段，《烟台日报》总是在我的视线以内活
跃着。

这些年来，我也尝试着往《烟台日报》投
稿，以实现儿时的梦想，梦想虽然绮丽，但编织
梦想却很难，《烟台日报》再一次成为了我的良

师益友，学习写文章的过程，就是提高自我的
过程。我从《烟台日报》中汲取营养，《烟台日
报》为我提供了生动的素材，有烟台山的历史
钩沉，有所城的人文风貌，有仙山琼阁的秀丽
风光，有琼浆玉液的醇香老酒，它们丰富了我
的视野，能够让我在一次次文化的盛宴中获得
精神的满足。

如今的《烟台日报》，每一篇文章都带着泥
土的芬芳，带着城市发展的韵律，带着仙境烟
台的节奏，带着无数人的梦想。彩色的印刷品
的就像烟台春天的色彩。一行行小诗，勾勒出
多少人的情怀，一篇篇散文，抒发出烟台人的
真情，一篇篇史话，重现了烟台文明的发展脉
络，一幅幅烟台发展的恢宏长卷，让烟台的未
来展现在我们面前。

每天看着带着油墨香的《烟台日报》，它散
发出的芬芳弥漫在小小的书房里。《烟台日报》
承载着我对未来的畅想。只要有《烟台日报》
相伴，我的梦想就不会熄灭。

油印的《烟台日报》
战军

“您好，这里是‘12356’心理援助热线，请问有
什么可以帮到您？”“我听到您好像在哭，具体发
生了什么事情呢？”……

5月8日一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
院的一间办公室内，热线咨询员张咏熹温柔的声
音不断传来。

这是“12356”心理援助热线的办公地之一。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截至2025年5月1日
零时前，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开通

“12356”心理援助热线。
“我和家人发生了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
“马上面临毕业，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给我带

来了很大压力。”
“我每天都很焦虑，晚上睡不着觉。”
……
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援助热线管理人员、北京

市心理卫生中心办公室主任崔思鹏介绍，医院负
责日间的一条线路和夜间的两条线路，提供24小
时服务，每天会接到40通左右的求助电话，每通
电话时长在45分钟至1小时左右，求助内容以家
庭、情感、焦虑抑郁等问题为主。

“我曾接到过一位求助人，有惊恐发作症状，
我引导他放松，帮他调整手抖、喘不过
气、窒息感等症状，并确认了有人可以照

顾他。”热线咨询员陈欣回忆，在通话
的结尾，求助人的情绪平稳下来，

也带给她成就感。
每一通电话，都要努力在

短时间内，为身处情绪深渊
的人点亮一座灯塔，这

对热线咨询员提出了
更高要求。在医院的

展板上，记者看到，
对于热线的

接听流程、伦理
守 则 、保 密 制
度，以及应对高
危来电者的工
作路径，都有明
确的规定。

“热线咨询员
主 要 由 心 理 治 疗
师、具有心理学背景的精神科医生以及专门从事
心理工作的人员组成，并会在上岗前进行专业培
训。”崔思鹏介绍，接到来电，热线咨询员会首先
进行风险评估，确定求助人是否有自伤或自杀倾
向，并倾听和共情，强化求助人生存动机。对于
高危情况，会拨打报警电话确保求助人人身安
全。

专业的力量，正在延展。甘肃省建立“12356”
心理援助热线全省管理平台；四川省自贡市搭建

“12356”心理援助热线与多部门协同的心理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天津市通过“热线联盟”快速
联动提升心理援助效能……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当前，全国各地
共设有热线500余条、坐席1000余个、热线咨询员
近8000名，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可及、规范的求助
途径。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邢若齐表示，
未来，将不断完善场地建设、人员配置、技术规范
等制度要求，建设信息化平台。

热线的拨打量正呈现爆发式增长。专家提
示，热线适用于紧急情况下的情绪疏导和短期的
情感支持，对于长期的心理问题，还需要线下就
医，进行长程的咨询和治疗。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当热线铃声一次次响
起，阳光，正照进更多无助的角落。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本月起，“12356”这条热线能帮到我们什么——

“没事儿”热线打开心灵之窗

你好，“12356”
心理援助热线

“24小时，总有人守护着你”

全国心理援助热线统一接入后，如何
提升服务质量？

邢若齐介绍，热线投入使用后，各地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将根据需要及时增设坐席
数量，加强专业人员队伍建设配备，提高接
听率和服务质量。未来，将不断完善场地
建设、人员配置、技术规范等制度要求，建
设信息化平台。

上海心理援助热线计划从两方面提升
服务：一是增加坐席，白班从5个增至6
个，大夜班也在逐步扩充中；二是推动与公
安、急救、其他热线的“一键转接”机制，破
解异地报警、困难个案转介等难题。多地
也结合实际设置了一定时间的过渡期，确
保原有热线号码和“12356”均可接通。

崔思鹏认为，热线能让部分陷入心理
危机的人被看到、被支持，但仅仅“看见”远
远不够，仍需更多制度举措，让心理服务从

“被动干预”转向“主动预防”，从“小众关

怀”迈向“大众福祉”。
去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医政司

新设置了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处，指导各
地医疗卫生机构扩大心理健康服务供给。
目前全国能提供精神卫生医疗服务的机构
约6000家，全国精神科执业注册医生7万
多人，是10年前的两倍多。

金金希望能加强对热线的专项财政与
编制配备，探索更灵活的人员聘用方式，比
如探索专职与志愿力量融合的方式，“中坚
力量专职化，外围服务社会化，才能兼顾质
量与规模”。

加强团建与督导也能为咨询员提供更
多支持。杨腾斐说：“每月的心理沙龙就像

‘疫苗’，能帮我们消化负面情绪。”此外，现
有技术难以精准过滤
骚扰信息，要对不良呼

入行为加以规
范引导，保障
更多真正有需要的
人呼入。

“无论现在多么不
开心，你要相信，困难终
究会过去，未来会更好。”咨询员
们深知热线存在的意义：“无人可
诉说的时候，这边永远有个电话，随时可以
拨打。”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5月1日起，全国统一使用“12356”心理援助热线。
因为没有4，“12356”也被人们称为“没事儿”热线。这条心理热线能否给更多人带来希望之光？如何汇聚各方力量，更好发挥作用？

从接通的一刻起，疗愈就已开始

“您好，‘12356’热线。你不太开心是
吗？嗯，可以详细说一说，我们慢慢聊……”

“12356”是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电
话号码，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协调工业和信
息化部设置。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
长邢若齐介绍，热线旨在为公众提供心理
咨询、心理疏导、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

此前，各地心理热线号码不一，公众知
晓率较低。邢若齐说，设定统一号码旨在
提升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和规范性。

去 年 底 以 来 ，多 地 已 陆 续 开 通
“12356”。到5月1日零时前，全国31个
省份均已开通“12356”，目前全国共设有
热线500余条、坐席1000余个、热线咨询

员近8000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理热线

部门主任魏华林说，去年 12 月 30 日
“12356”在广州开通后，来电咨询量明显
提高。“五一”期间，广州市“12356”心理援
助热线5天累计接听来电192通。

通过拨打热线，一些人在关键时刻“被
接住”。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危机干预办
公室主任金金介绍，截至目前，上海

“12356”心理援助热线累计接听来电1.7
万通，处置危机来电246个。金金回忆，一
名大学生深夜吞药后致电求助，接线员通
过引导他透露联系方式、地址等关键信息，

联动警方成功救援。
热线让更多人在无助时感受到世界的

温暖。
今年1月1日，北京市“12356”心理援

助热线开通，截至目前共接听电话1.5万
余通。北京安定医院承接部分接线工作，
安定医院心理援助热线管理人员崔思鹏介
绍，求助人群以18岁至45岁为主，咨询问
题包括家庭冲突、亲子问题、职场压力等。

让热线咨询员陈欣印象深刻的是一名
学生半夜打来的电话。在确保对方安全
后，陈欣和他聊了考试、保研中的困扰。一
开始，男孩哭得喘不过气，聊到最后，他答
应“会好好调整，明天开始落实这些计划”。

是“创可贴”，但并非“万能药”

对于热线咨询员而言，能为身处困境
的人带来一道光，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但有时，他们也有强烈的挫败感。

摘下耳机、点击“下线”，看着记录的关
键词时，咨询员小萤（化名）会陷入沉思。

“有时一通电话下来，感觉并没帮到来电者
什么；有时直到最后，才更能体验到来电者
的感受；有时因为生活体验不足，无法给出

更好回应……”
不少受访者提到，一次热线电话很难

系统解决问题。要理性看待热线功能——
心理援助热线不是替代治疗的“万能药”，
而是紧急时刻的“心理创可贴”。

接通率不高也是各地心理援助热线面
临的现实问题。

“要么占线，要么要排队”“最短一次排

队要五个人”……社交媒体上，一些人反
映，心情最急迫时，热线却难以拨通。

今年1至4月，上海心理援助热线呼
入量比去年同期多了近一倍。“虽然已增加
排班，但面对骤增的呼入量，相应支持与人
员配置尚未跟上。”金金说，不排除部分来
电为无效或骚扰内容，所以也呼吁大家，把
热线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邢若齐也坦言，除每通电话占用时间
较长外，接通能力也与资源投入息息相
关。目前各地热线大多由医疗机构承接，
人力物力财力有限。

记者了解到，不少地方的热线咨询员
采用“专业保障+志愿服务”的模式。这种
模式虽能保证服务质量，但难以应对井喷
式需求。

以北京安定医院为例，接线员由60余
名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等组成，除日常
接诊外，还要增加热线值班。热线电话大
多持续数十分钟，往往点的外卖都凉了，也
顾不上吃。“下热线班后，都会有一段时间

不想说
话。”崔思
鹏说。

“连续 15
小时接听 16 通
电话，下班后要
睡一整天。”心理治疗
师杨腾斐说，咨询员需
通过 24课时的理论培
训与至少1周的实操培训，并
进行考核。高压工作导致流动
率高，“夜班多是年轻人，老同
志扛不住”。

热线纾解心忧。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