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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员郑雷刚：

“内心被责任和荣誉填满”

“2020年12月27日，我们做了一件了不起
的事。”说这话时，郑雷刚完成了一天的核酸
检测任务，即便看不到他口罩下的表情，从眼
神中也能读出他的自豪感。

28岁的郑雷刚是北京市中日友好医院西区
综合科一名护士，平时主要负责收治肿瘤病
人。2020年 6月，郑雷刚在护士主业之外，又
有了一个新职业——核酸检测员。

根据2020年5月人社部发布的信息，核酸
检测员是使用仪器和试剂，对核酸样品进行
管理、提取、检测并出具相应检测报告的人
员。采集、管理核酸样品，是郑雷刚的日常
工作。

“针对‘愿检尽检’人群的核酸检测，我
们主要通过口咽拭子采集标本，具体操作方法
是：让被采集者张口发出‘啊’的声音，腭垂
上提暴露咽后壁，用拭子越过舌根，快速擦拭
两侧腭弓和扁桃体隐窝分泌物，然后把拭子放
入试管中。每 10 个人的拭子放在 1 个试管中，
如果发现有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样本，我们就
会对这10个人重新检测。这种方法也叫混检采
集。”

自从2020年中旬中日友好医院设立核酸检
测室后，郑雷刚每周都会有一天被排班进行核
酸采集工作。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身为肿瘤科护
士的他愿意承担这样跨专业、强度大的工作
时，郑雷刚笑了：“我是党员，凡事就得冲在
最前面，人民有需要，我就往前冲。”

2020年 2月，郑雷刚参与了中日友好医院
的援助湖北战疫行动。

“去年 2 月 7 日，我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上岗，这是一家专门收治新冠肺炎
重症患者的医院。那时我刚到武汉，去的时
候医院里面已经住满了病人。我的内心也比
较忐忑。”郑雷刚说。

在与医院的一位保洁阿姨聊天时，郑雷刚
惊讶地发现，她在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医
院执勤这件事，阿姨的家属并不知情。郑雷刚
问她，为什么要留下来？这里很危险难道她不
害怕吗？

阿姨回答说，你们北京的人也来了，全国
各地的人都来了，大家来帮我们，作为一个武
汉人，我还有什么理由离开？说这话时，阿姨
已经在医院里工作了20多天。

“这话就是我的强心剂，后面我就没有顾
虑也不害怕了。”郑雷刚说。

无 论 是 驰 援 武 汉 ， 还 是 报 名 核 酸 检 测
员，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们都很积极。“我们
科许多同事都报了名，因为我有援鄂的经
历，单位觉得我的心理素质不错，核酸采集
业务也相对熟练，就先把机会给了我。”郑雷
刚说。

成为核酸检测员之后，郑雷刚印象最深的
一天，是2020年12月27日。

2020年12月，北京局部地区出现新增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顺
义区和望京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12月27日凌晨5点，郑雷刚和其他50名同事接到通知，要紧急集合去参
加一次为期2天的核酸检测任务。闻讯而动的护士们只用了1个小时就在医院
本部集结完毕，开赴望京西园小区执行任务。

那天北京的气温很低，西北风带着刺骨寒意呼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50
多位护士顶着寒风在小区的核酸检测点展开工作。

“从早8点到晚8点，人流量没有断过。”郑雷刚说，“当天，我们在12个
小时内采集了1万余人的核酸检测样本。”

郑雷刚说，最让自己感动的是小区居民的配合和理解。
“12月27日那天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特别配合。核酸采集要把棉签放

到嘴里，孩子的口腔比较敏感，会觉得难受，但是检测完成之后他们还是会
主动对我们说谢谢。”郑雷刚说，社区居民的配合让他感受到中国人的团结
和凝聚力。

核酸检测员在采集阶段的工作也是有风险的。“我们直面采集对象，他们
张口的时候离我们不到50厘米，如果防护不到位，我们就有被感染的风险。”
郑雷刚说，“冬天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冻手。在零下几摄氏度的天气里，
我们手上只带了2层薄薄的乳胶手套，每检测完一个人我们都要用酒精进行一
次手部消毒。乳胶易湿，喷一次酒精之后湿了的乳胶会紧紧贴住皮肤，因此
一次2到3小时的检测下来，我们的手都会被冻得通红。”

无论是参与援助湖北战疫，还是承担核酸检测员的工作，郑雷刚认为，
2020年是他个人迅速成长的一年。

“新的经历、新的职业，不仅让我的内心被责任和荣誉填满，也让我对护士

这一职业的理解更立体。”郑雷刚说，“核酸检测员是去年新出现的职业，大部
分由护士参与。国家设置专门的核酸检测员，拓宽了护士的职业空间，让我们
的工作不再局限于临床护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职业方向和机遇。”

心理干预指导师梁馨予：

“让孩子的内心更有力量”

“这一年，找我咨询的来访者是以前的3到5倍，很多人问的都是同一个
问题。”梁馨予对本报记者说，疫情防控期间，应激性的自闭反应成为去年
她帮求助者解决最多的问题之一。

梁馨予是广西柳州市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从事教学研究 17年、实践 3
年的她，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积累都很丰富。

2020年，梁馨予尝试了一个新职业——心理干预指导师。
2020年5月，人社部发文，在“心理咨询师”职业下拟增设“心理干预指导

师”工种。中国保健协会心理保健分会会长郑运良说，心理干预指导师主要是针
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群体性公共事件开展群体心理援助、心理疏导和行为干预工
作，以及各类人群的心理健康教育、行为训练、心理督导等，比普通心理咨询范
围更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打乱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在抗疫期间，
如何缓解焦虑、恐惧、压力成了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备受
重视，人们想要进行心理管理的意识也越来越强。”梁馨予告诉本报记者，平
时自己的月访客人数正常是20位，疫情防控期间飙增到月均100人左右。

“很多都是家长和孩子，他们咨询最多的问题是居家网课学习给家庭亲子
关系带来的挑战。”梁馨予说。

2020 年中旬，梁馨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例。
“求助者是一位临近初三毕业的男孩小林，江苏人。”梁馨予说，“疫情防

控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学校组织学生返校，小林出现了社交回避的问题——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出来，也不愿意回学校。”

一开始，小林的家长觉得孩子只是和平时一样跟父母闹矛盾，青春期逆
反，赌气不愿意上学，但当发现他连续几天都不出房间，这才觉得不对劲。

“家长认为孩子不懂事，孩子则认为家长不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后来是
孩子主动提出要找心理咨询师，他们这才联系了我。”梁馨予说，快到高中出
现这种社交回避情况的孩子，往往都有一段相似的经历，就是在初中遭遇了
一定的心理危机，告诉家长却被家长否定和拒绝。“这很容易让他们感到受
伤，影响他们对家长的信任和依赖。”

梁馨予与小林进行了1个多月的耐心沟通。通过沟通，她发现小林并不是厌学
和叛逆，而是因为个人独立意识正在增强，孩子通过这种笨拙的方式为自己争取自
主决定和选择的权力。

“他很喜欢‘二次元’（动漫、游戏的文化圈代称），希望以后能去日本留
学。”梁馨予说，“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的父母，他们决定尊重孩子的意
愿，把他送到北京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为他以后出国留学做准备。”

来到北京，小林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朋友，通过与他们的对话，小林渐渐认识
到学习文化课的重要性。2020年下旬，小林与父母和解，重返自己生活的城市，
决定好好学习参加中考。

“在咨询中，小林曾经问我：‘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参加中考？你能帮我做
选择吗？我从来没有自己选过。’”梁馨予说，“其实小林的心理问题并不是
一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状态，之所以父母会出现这样的误判是因为缺乏心理学
常识。最后他的父母接受了心理学的认知观念，调整了对自己和孩子心理健
康的认知，才解决了亲子关系问题。”

据梁馨予观察，在自己帮助的人群中，疫情发生前就参与心理咨询的孩
子和疫情发生后出现应激性心理障碍再来咨询的孩子心态明显不同。“坚持进
行心理疗愈孩子的内心力量比没有接受过心理调节的孩子更强，不仅没有出
现厌学情况，返校之后成绩甚至还明显提高，”梁馨予说，“这说明，适时的
心理干预可以让孩子们的内心更有力量。”

“疫情发生之后，由于来访量暴增，让我发现以线下一对一个案的方式来
进行心理干预和服务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于是我的工作重点就从个案疏
导转向线上团体咨询。”2020年，梁馨予和姐姐梁晓玲开设了“‘船长’线上
团体心理疗愈航线”，用在线指导的方式帮助更多人解决心理问题。“在线
上，我们带领一群团体咨询师，一年可以服务几千人。专业的应用情境可以
让更多人得到心理咨询师专业的干预，帮助他们走出当下的心理亚健康状
态。”梁馨予说。

社群健康助理员张唯：

“我的职业‘转了正’”

“您好！我是新氧社群健康助理员张唯，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在北
京来广营新氧科技办公大楼内，25 岁的张唯又开始一天的工作。

艾瑞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显示，2019年
中国医美市场规模已达到1769亿元。健康中国的发展让人们对健康变美的渴
求更加迫切，也促进了医美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
医美行业打破了过去各自封闭的状态，在网上出现了许多讨论关注“医美”
话题的在线社群。人们在社群里分享医美经验、寻求医疗帮助。新氧社群就
是其中之一。

2020 年 7 月，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 9 个新职
业，包括社群健康助理员。社群健康助理员是运用卫生健康及互联网知识技
能，从事社群健康档案管理、宣教培训、就诊、保健咨询、代理、陪护及公
共卫生事件事务处理的人员。

“我们的医美社群中，有医美达人会在线分享他们的就诊经验，群里成员
也可以向我们或者医生咨询。”张唯说，“我们社群的日均活跃人数有上万
人，我和同事们就负责为他们提供关于医美的知识和咨询解答。”

沟通是社群健康助理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2020年找自己求助的北京女孩
小文让张唯记忆犹新。

“2020年中秋前后，小文做隆鼻手术失败，与医院沟通无果后，来到我们社群
求助。”张唯说，“那个时候正逢过节，她在北京的出租屋里给我打电话，一个人很
孤单很无助。说到难受处，失声痛哭。当时我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帮她想解决
方案。我对她说，像她这样的术后问题，类似医患纠纷是有正常解决途径的。第一
个方法是通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申请第三方调解，该调
解具有法律效力，能帮助她解决问题。如果调解不成，我们就建议她去依法诉讼。
后来她采纳了我们的建议，鼓起勇气去解决问题。”

在帮助社群成员时，张唯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去看一下成员近期在社
群里发表的状态和日记中怎样描述自己遇到的问题，然后张唯会就这个问题做背
景调查。平时，张唯会一直关注社区动态，“如果我在站内监测到有的成员遇到
了困难或者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也会主动给她打电话进行询问并提供帮助。”

2020年，张唯受理了1000多位群成员的咨询，帮助其中的很多人化解了
困扰。

“国家出台社群健康助理员这个新职业，帮我‘转了正’。”张唯笑着对本
报记者说，“在互联网医疗平台做社群运营，能有一个国家肯定的职业身份，
对我和同事们的工作是一种鼓励和认可。这也反过来说明，国家对于每个人
的卫生健康、心理健康是非常关心和重视的。”

探访新工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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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不断发
展，在“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带动下，健康医
疗产业中涌现出许多新职
业，可以更好地为社会服
务。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
3位智慧医疗时代的“新医
护”，他们有的当上了核酸
检测员，在寒冬中为人们筑
起疫情监测的防火墙；有的
成为心理干预指导师，在疫
情防控期间为很多心理亚健
康的朋友进行疏导和治疗；
有的成为社群健康助理员，
在互联网社群中接下四面八
方的求助信息，为他们寻找
解决问题的办法……

尽管职业各不相同，但
他们都是在为患者服务。在
帮助求助对象解决问题的同
时，他们也迎来了自己在医
疗领域的发展新机遇。11月月1414日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金碧镇卫生院医养中心医护人员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金碧镇卫生院医养中心医护人员，，在指导老在指导老

人进行康复训练人进行康复训练。。 周训超周训超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心理干预指导师梁馨予在广西柳州高级中学普通高中班主任心理
学培训课上授课。 资料图片

2020 年 12 月 27 日，核酸检测员郑雷刚 （左一） 在北京望京西园小
区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采集工作。 中日友好医院供图

1 月 13 日，社群健康助理员张唯在北京来广营新氧科技大楼办公
室进行日常的医美社群维护工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