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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有情同行》精彩导读

小组活动继续开展    宁养服务排忧解难
患者家属互相关爱    勤交流建沟通平台

A03·《有情感悟》精彩导读

义工探访不畏艰难   有你关怀温暖成河
但行好事莫问病情    因你相守岁月如歌

5 月 4 日青年节的上午，在
西安市和平门外建东街华润万家广
场上，由陕西省人民医院宁养院、
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
西北大学宁养社会工作团队联合举
办的“服务社会 . 践行志愿”宁养
社会工作服务倡导活动在充满青春
热情与活力的情境下隆重展开，为
这个青年节带来不一样的氛围。

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
会的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陕西省子项目宁养社会工作团队与
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合作举办的
本次活动，是“纾欣行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旨在倡导青年志愿者乃
至整个社会，弘扬志愿精神，积极
投入关爱与服务贫困癌症晚期病人
及其家庭的实践；倡导树立正确的
生死观；并借此机会，倡导体现“以
人为本”、“人间真情”的宁养社
会工作的社会功能与意义，以提高
社会工作以及宁养社会工作在陕西
地区的社会知晓度。

“圆梦中国，青年志愿者在行
动！”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的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陕
西省子项目，在西安已经吸引了一
批青年志愿者投身这项扶贫助弱的
示范项目，仅参加本次倡导活动的
志愿者就有 67 人；包括省人民医
院的医生赵秀云，护士闫娟、脱淑
云，社工袁迎春；陕西省“红凤工程” 
志愿者协会会长班理老师、施秉贤
老师等人士，一些患者家属也赶来
参加了本次倡导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力——大学生志
愿者团队，包括西北大学研究生组
建的社会工作协会，西北大学社会
学与社会工作系本科生组建的行知
社，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
会下属的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文
理学院、咸阳师范学院的红凤志愿
者团队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志翔社的
众多大学生志愿者；此次活动还吸
引了陕西日报、三秦都市报等媒体
记者来到现场。大家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关爱贫困家庭末期癌症患者
及其家庭队伍中，以实际行动服务
社会，弘扬志愿精神。

早上 7 点，刚刚结婚才 4 天的
新郎官毋丰就和西北大学宁养社会
工作团队的青年志愿者一起就来到
活动场地，开始搭幕布，摆桌椅，
挂横幅为活动做准备。会场周围也
围拢了不少在广场周围晨起锻炼的
社区居民，大家对这个活动充满好
奇和期待。

8 点 30 分，倡导活动主持人

陈卓珂，宣布活动正式开始；“红
凤工程”志愿者协会会长班理老
师作为举办本次倡导活动的代表
讲话，她对宁养项目以及此次倡
导活动的宗旨做了详细介绍，并
预祝此次活动能成功举办。讲话
结束后，西北大学社工系的志愿
者舞蹈队为围观的社区居民表演
了精彩的舞蹈。

之后，事先安排好的各项活
动开始有序进行；健康咨询小组、
问卷调查小组、和宣传倡导小组
的志愿者们都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众多志愿者在此次倡导活动
中热情高涨，积极与前来咨询与
参与问卷调查的社区居民进行积
极的沟通和互动，努力为“服务
社会 . 践行志愿”宁养社会工作服
务的宣传倡导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11 点钟最后一项活动——在
写有“珍惜生命价值，持守生命
尊严”的横幅上的签名活动开始，
在负责此项活动的志愿者带领下，
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以及其他志
愿者先后将自己的名字庄重的写
在横幅上，以表达对贫困家庭末
期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的关爱和表
达对宁养社会工作的支持。

活动结束后，活动主办方的各
位老师都对这次社区宣传活动给
予了良好评价，普遍认可社会工
作在此次活动中所体现的积极倡
导作用，同时也提出了宝贵意见，
希望在以后活动过程中及时总结
经验和教训，更好地为患者及家
属服务。“红凤工程”班理老师
说，举办这次活动不仅宣传了宁
养项目，普及了癌症医疗常识，
而且也使青年志愿者与青年社会
工学生体验了一个有活力、健康、
有意义的“五 . 四青年节”。

“宁养项目”吸引了大批志
愿者投身这项公益事业，志愿者
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关爱社
会贫困癌症患者的队伍中去，以实
际行动服务社会，弘扬志愿精神。
前来参加活动的校园志愿者服务
团队有来自西北大学社会工作协
会，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文理
学院、咸阳师范学院所属的红凤
志愿者团队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志
翔社的众多同学，另外活动还吸
引了多家媒体关注，如中新社，
快报网，陕西日报，三秦都市报，
中国妇女报都有出席。

（稿件来自西北大学工作简
报，选编时有删改。）

小善行大梦 , 青年志愿者在行动
——记“服务社会·践行志愿”宁养社会服务倡导活动

        编者按：今天，已是能够梦想的中国，今天，已是兑现梦想的时代。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期许，是我们对未来的渴望。
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你有你守护的生活，他们有他们要守护的生命。中国梦这个大词被一部分人提起，被一部分人实践。慈善
家和万中选一的“感动中国”固然催人泪下，无数个志愿者的努力却更覆盖人心。对于宁养项目的年轻人来说，万物循环速朽，
但善行永在。小善行大梦，正是那一点一点小的善行，让我们看到青年志愿者们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中国梦这个大词被一点一点
丰满，一点一点具象，一点一点有了现实的热度。

西北大学践行宁养社会服务活动。                                                             图片由西北大学提供

高校 项目启动 志愿者招募和培训 个案数 团体数 社区数

西北大学 完成 完成 14 1 1
华中师范大学 完成 完成 2
江西财经大学 完成 完成 7 1
福建医科大学 完成 完成 1 1
河南师范大学 完成 完成 1 1
长沙民政职业学院 完成 完成
贵州大学 完成 完成 10 2 1
甘肃政法学院 完成 完成 20 2
黑龙江工程学院 完成 完成 16 1
长春工业大学 完成 完成
沈阳师范大学 完成 完成 6 2 1
山西医科大学 完成 完成 5
新疆师范大学 完成 完成 3
重庆工商大学 完成 完成 9 1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完成 完成 5 1
深圳大学 完成 完成 4 4 1
汕头大学 完成 完成 5 2
河北联合大学 完成 完成 2 3

宁养社
会工作
服务示
范项目
各团队
进度。
（ 截 止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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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养全国志：
小组活动继续开展
宁养服务排忧解难

深圳大学志愿者开展第三期宁养服务活动。                                              图片由深圳大学提供

深圳大学督导老师指导志愿者工作。      图片由深圳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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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和家属互相关爱，但因为死亡的避忌与压
力，不能坦然表达心中感受；不向患者告知真实
病情，或者回避与患者谈论病情进一步发展的可
能性与日后的安排，双方之间好似隔着一层窗户
纸，谁都不先捅破。这种沟通状态在临终病患家庭，
特别是思想相对保守的潮汕地区，影响了患者的
生活与照顾的质量。
■刘晓芳女士说，很多情况下，病人与家属之间
互相关爱，提及死亡的时候总是有所避忌。家属
担心患者失去信心，患者担心增加家属的思想负
担，各自背着各自的思想包袱难过，无法实现有
效的沟通。
■患者与家属首先要处在同一个沟通平台上，不
逃避否认，不“报喜不报忧”，避免“暧昧的沉默”。

汕头大学

深圳大学

贵州大学

“爱要如何说出口”
      患者和家属互相关爱，但因为
死亡的避忌与压力，不能坦然表
达心中感受；不向患者告知真实
病情，或者回避与患者谈论病情
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与日后的安
排，双方之间好似隔着一层窗户
纸，谁都不先捅破。这种沟通状
态在临终病患家庭，特别是思想
相对保守的潮汕地区，影响了患
者的生活与照顾的质量。
     5 月 8 日上午， “爱要如何说
出口”照顾者教育支持活动在汕
头宁养院举行，本活动为中国社
会工作教育协会宁养（临终关怀）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汕头团队
的系列活动之一，共有 7 位家属和
1 位患者参与了本次活动。本次活
动旨在帮助患者家属增强对与患
者之间开放性沟通重要性的认识，
同时学习与患者沟通的一些方法，
并增强家属与患者就困难问题进
行沟通的信心。
    活动一开始，汕头宁养院曹伟
华主任发表致辞，向患者家属介
绍宁养项目及本次活动举办的初
衷。接着，在活动主持人全国宁
养医疗服务计划社会工作主任刘
晓芳的带领下，七位患者家属一一
自我介绍，并分成两个小组完成
了两篮插花作品，在这过程中家
属们彼此间的陌生感开始消融，
相互的合作让他们建立起了一种
互相信任的关系。在插花过程中，
家属们同时进行了交流分享，把平
时照顾患者的感受和难题一一道
出，特别是如何与患者更好地沟
通，是几乎所有家属面临的难题。

“鲜花能带给人一种愉快的心情，
患者的家属有时候可以借助鲜花，
拉近与患者之间心灵的距离，这
也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刘
女士就家属们所分享的内容，展
开了活动的主题——“爱要如何
说出口”。
    刘晓芳女士列举了末期患者与
家属在沟通过程中存在的常见困
难，不少家属表示：“这正是我

所面临的”。针对这些现象，刘
晓芳女士帮助家属了解与患者沟
通的着重点，同时提供了一些有
效的沟通技巧。刘晓芳女士说，
很多情况下，病人与家属之间互
相关爱，提及死亡的时候总是有
所避忌。家属担心患者失去信心，
患者担心增加家属的思想负担，
各自背着各自的思想包袱难过，无
法实现有效的沟通。“很多情况下，
患者及家属之间’因爱而封口’,
而家属有时候对病人有着’乐观’
面对的期待，当期待与实际情况
有所出入的时候，沟通关系就会
变得比较尴尬。”刘晓芳女士说。
同时，她也指出，要实现良好的
开放性沟通，患者与家属首先要
处在同一个沟通平台上，不逃避
否认，不“报喜不报忧”，避免“暧
昧的沉默”，防止误解、期待不
一致，并注重培养沟通的技巧。
   活动进行到一半，一个惊喜突
然出现，活动参与者林阿姨的女
儿——患者杨姐亲自到达现场参
与活动，她借着鲜花向母亲表达
感激之情，她的乐观心态感染了
现场每一个人。杨姐还分享了切
身体会，提出她最关心的是如何
减轻病痛，如何更好地渡过所拥
有的每一天。

活动最后，家属们在爱心小
纸条上，写下送给其他人的鼓励
话语，鼓励彼此增强勇敢面对的
信心。参与活动的家属都把家庭
作业带回家——完成一次插花作
品，与患者共享美好的欢乐时光。
参加活动的张先生说：“这样的
活动很好，帮助我们在无所适从
的时候，找到一个沟通的方向。”
同时，张先生对宁养项目表示感
谢，“以前看到肿瘤病人去世时，
浑身都插满了管子，宁养项目的
理念很好，让病人在生命的最后，
更有尊严。”
（稿件来自汕头大学工作简报，
作者丁倩杭，选编时有删改。）

“和你在一起”

深圳宁养院癌症患者照顾者
支持小组在深圳大学志愿者、宁
养院医务人员和照顾者的互相促
进下有序地进行着。接下来就这
个阶段宁养院癌症患者照顾者支
持小组所开展的活动进行一些介
绍。

在此阶段，深圳宁养院癌症患
者照顾者支持小组共开展了两次
小组活动，分别名为“同时天涯人”
和“与癌症患者的沟通技巧”。

2013 年 4 月 25 日开展的“和
你在一起”小组由宁养院工作人
员和深大社工学生为癌症患者家
属提供教育支持性小组。小组目
的是希望组员能该敞开心扉，讲
讲自己在照顾患者中的困惑和照
顾经验，使组员能互相分享、学
习借鉴照顾的经验。另一个方面，
这次支持性小组希望提供一个宣
泄的机会，使癌症病人家属在长
时间照顾病人之后，释放自身身
体和心理的压力，有一个互相支
持和共鸣的正向作用。通过这次
支持性小组活动，组员探讨了家庭
基本情况、是否应该对家属告知
病情以及怎样合理释放自己压力。
在治疗癌症病人的过程中，癌症
病人的心态很重要。而组员应该

根据家人的个性、心态，来选择不
同的沟通方式和病人进行交流。在
支持性小组活动的现场，组员积极
参与，分享在照顾方面的困难、问
题，互相提供自己在照顾方面做得
好的经验，达到相互借鉴的目的。

通过开展这次支持性小组活动
的形式，参加这次小组的组员收获
颇多，将小组中分享收到的照顾经
验运用平时照顾癌症病人中，并且
学会很好的释放自身的压力，更好
的照顾病人。（稿件来自深圳大学
工作简报，选编时有删改。）

“爱的礼物”
在前期个案服务与小组服务

的过程中，与服务对象不断建立
了专业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
贵州大学宁养服务团队于 5 月 20
日在贵州省肿瘤医院宁养院进一
步开展了第三期小组服务活动。

本期小组活动的主题是“爱
的礼物”，目的在于希望大家不

要在我们日常生活过程中忘记了
对最爱的人说声感谢和爱，学会
及时的表达自己的爱意，促进患
者与家属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和谐
融洽。

本期小组活动服务晚期癌症
患者 9 人，取得了很好的服务效果。

本期小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活动环节：一是活动前的准
备工作。在开始活动之前，宁养
团队全体成员对活动场所进行了
精心准备并在小组参与者到来时
及时完成了小组活动的前测问卷
与知情同意书的填写工作；二是
“漂流瓶”自我介绍。

活动带领者通过“漂流瓶”
游戏，邀请小组参与者做了一个
简单的自我介绍，加深了成员之
间及其与带领者之间的相互了解；
三是照片分享。

带领者通过对自己最满意的
照片的分享，表达出了自己对于
自己朋友的喜爱和感激，引导全
体小组成员拿出他们最满意的照
片给大家一起分享其中的甜蜜，
成员们在带领者的引导和小组成
员的鼓励下，勇敢的同大家分享
了自己那充满爱意和甜蜜回忆的
照片背后的感人故事；四是制作
手工相框。

在成员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后，带领者带领大家开始制作手
工相框，带领小组成员完成了手
工的制作，分享了制作过程中的
快乐；五是活动感受的分享和爱
的宣言的诵读。

完成手工后，带领者邀请大
家分享了对于此次活动的感受，
小组成员都表达出了对活动的肯
定和赞扬，在这之后，带领者邀
请大家一起宣读了《爱的宣言》
再次鼓励大家表达出自己的爱意；
六是小组结束的工作。

在宣读《爱的宣言》之后小
组带领者宣布活动结束，工作人
员表达了对于小组参与者的感谢
并赠送了礼物，同时完成了小组
成员的后测问卷。

最后活动也在小组组员与工
作人员的愉快合影中结束了。

（稿件来自贵州大学工作简
报，选编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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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亲历探访个案
                        ——让温暖逆流成河

下次，我们一起去看桃花
      昨天收到组长的消息，今天要

开始我们小组的第一个个案，我
们首先在网上查找好案主的地址，
计划好行走的路线；然后，我们
小组的组长熊健然将我们的任务
都分配好，我主要负责的是家属
这一块，所以昨天晚上我认认真
真地看了几遍关于家属的前测问
卷，和我们组员一起讨论在阅读
中不明白的地方，以便在和家属
沟通的时候能够有效快速地解决
他们在问卷调查中的疑问。这就
是我们小组大概去案主家中的准
备工作。
      早上 8:00 我们从校园出发，在
去案主的家中我们倒了三次车，
终于到达最终的站点，这个时候
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刻我们眼看着
案主所居住的那个楼，但是周围
全是用墙围住的，就是过不去，
我们在街上问了好几个路人，但
是每个人所说的都不相同，我们

在这个南京街上绕了好几遍，当
时的天气特别的热，我的心情开
始有些浮躁了，感觉自己挺辛苦
的，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个地方，
打车也打不到，那时候的我真的
有些崩溃了，心里面想怎么做第
一次就这么费劲呢，以后是不是
会更麻烦呢？但是我们小组人员
都互相鼓励，经过我们的坚持不
懈，终于从一个小花园绕到了她
家，当我们按他们家门铃的时候，
那一刻我们特别为自己感到自豪，
而且在他们开门的时候，听见案
主说了一句：“没想到他们居然
找到了！”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我看到的是一位走路一瘸一拐的
女士，我特别好奇我们的案主到
底是长得什么样子，我看着她，
我看到她脸上涂了粉底，画了眼
线，我当时就认为我面前的这位
案主是一位爱美的女士，案主和
她的家属看到我们到来对我们特
别的热情，我们跟着案主进入她

的卧室，我们刚坐下来和她交谈，
她就留下了眼泪，看到她流泪，
我心里也跟着难受。之后，我开
始和家属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
我了解到案主的家庭情况不是很
乐观，但是由于家庭收入没有达
到低保的标准，低保证明一直不
能办下来，家里几乎所有的收入
都用在了药物上。我问家属：“患
者最近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家
属对我说：“因为她爱人的癌细
胞已经转移，腰部以下及左侧的
腿一直疼痛，每天都在哭，有的
时候总是吵吵想自己快点死掉！”
我想，造成患者有这种消极的想
法，应该是身体的疼痛的原因，
对于患者来说，现在最主要的问
题就是能够缓解她身体上的疼痛。
在患者的卧室中摆放的都是患者
艺术照的相片，那时候的她笑的
很美、很灿烂，可是现在，与我
们交谈的这一个小时中，她几乎
都在哭，我想，眼泪不仅仅是包

因你相守，岁月如歌

       在与案主李叔家属取得联系

并征求其同意后，我们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正式介入李叔家庭，并
与之建立了专业关系。随着接触
的深入，我们对李叔及其妻子郭
姨的情感故事有了更多的了解。
李叔和郭姨二人三十多年的默默
相守及同甘共苦，尤其是在李叔
患病期间，郭姨对李叔无微不至
的照顾，向我们诠释了平凡生活
中的伟大爱情，使我们为之深深
感动。
       2012 年 9 月李叔被确诊为了
肺癌，无情的诊断书犹如一片厚
厚的乌云积压在了家里每个人的
心头，一直与丈夫情感至深的郭
姨更是一筹莫展、彻夜不眠。在
知道自己的病情后，饱受病痛折
磨的李叔更加一蹶不振，几次想
要放弃治疗，只是心中放不下郭
姨，放不下这个家。经过几番痛
苦的挣扎，郭姨清醒地意识到真
正可怕的不是病魔而是自己的恐
惧，只要丈夫还活着就还有希望，

就算是奇迹自己也要努力创造！
在意识到这些以后，郭姨和李叔
进行了彻夜长谈，她不断地开导
丈夫，鼓励丈夫积极面对病魔。
最后，郭姨坚定地告诉丈夫：“只
要你还能活一天，我就会伺候你
一天，就是你瘫了，吃喝拉撒我
也都会伺候你！”朴实的话语却
字字如闪闪星火，点燃了李叔的
希望之火。那夜之后，李叔开始
了与病魔的积极抗争史。
      勇气可以战胜困难但却不可以
瞬间使困难消失得无影无踪。在
李叔住院后，各种各样的医疗费
用单纷沓而来，这给原本就不富
裕的家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此外，治疗过程中的各种化验、
手术治疗更加增重了李叔的疼痛
感。“病魔无情，人有情”， 郭
姨不分昼夜的守候与无微不至的
照顾、儿子与儿媳的大力支持与
深切关怀使李叔坚持了下去。在
亲情的温暖下，坚强的李叔扛过
了高达 30 次的化疗和 30 次的伽
马刀治疗，并且面对巨大的疼痛，
李叔从未呻吟过，这使得治疗医

含着疼痛，还有她的不甘心吧。
在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中我们了
解到，患者之前是一位非常坚强、
美丽、善良的女人，但同时她的
人生也非常的坎坷。在 30 岁的时
候丈夫去世离开了她，之后她找
到了现在同住的男伴。由于家里
经济太差，儿子没有上大学就很
早的开始工作，为家里面排忧解
难。在患者没有患病之前，她的
性格特别的温柔，特别喜欢跳舞
唱歌，也喜欢常常打扮自己，但
是由于病痛的折磨，她的性情变
化很大，现在的她不愿与任何人
交流，把自己封闭起来，有时候
还会与老公发生争吵。但是，我
们认为即使病痛把她折磨的不成
样子，也不能掩盖住她的坚强和
善良。在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
她将她的艺术照相册拿给我们看，
我们问她这个相册是什么时候拍
的，她说是刚刚查出癌症的时候，
但是相片里面的她笑的那么自然、

那么美，完全不像是知道自己患
得了癌症末期样子，我想，她现
在这样的状态和消极的情绪不是
因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而是因
为病痛。

我们认为，能为她做的就是
和宁养院做好沟通，希望能够为
她减轻痛苦，让这位一生都这么
坚强的女性在人生中的最后时刻
快快乐乐的离开，而不是含泪离
去。
       最后，我们与他们一家一起留
影合照，我想把照片洗出来送给
他们，这样他们看到照片的时候
会得到鼓励，也会知道这个社会
中还是有许多人在关爱她，让她
不要有放弃生命的念头，好好地
活下去。临走之前，我们答应阿
姨，我们下次来的时候会带她出
去桃花，在桃花下照相，在这个
潮气蓬勃的春天里留下她美丽的
笑颜！（稿件来自沈阳师范大学
工作简报，选编时有删减。）

生都十分震惊！李叔出院后，阿
姨一如既往地细心呵护着李叔的
身心，在保证李叔饮食合理的同
时，郭姨还自学了一些护理技术，
为李叔进行按摩、刮痧等，并不
断向李叔传递积极乐观的正能量。
面对现在面色红润、精神焕发的
李叔，我们简直不敢李叔患有肺
癌。据郭姨说，李叔现在的身心
状态都很好，李叔常常会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出去散散心、
和老友下下棋等，李叔还经常开
导其他病友积极面对病魔。
       李叔现在的具体病情如何，没
有人知道，郭姨说他们只想顺其
自然，开心地度过每一天，病情
如何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看得出
郭姨的坚定与坦然，无论是郭姨
面对灾难时的镇定自若还是对于
丈夫无微不至的支持与照顾，都
令我们肃然起敬。我们衷心地祝
愿李叔在郭姨的陪伴下创造出人
间的又一奇迹！（稿件来自河北
联合大学工作简报，作者樊红娜，
选编时有删改。）

一名志愿者与患者进行小组活动。                  图片由河北联合大学提供

贵州大学家小组第二期活动中，家属们合作完成插花作品。                           
                                                                                    图片由贵州大学提供。

活动中一位患者写给志愿者的感谢话语。                图片由贵州大学提供

故事

宁
养点
滴



HEART OF GOLD-SOCIAL WORK SERVICESA04 有情交流

本版责编 / 美编：王鑫钰 校对：王玉晶

A04 有情交流

中勇法师：
灵性照顾是宁养工作的重
要一环
         2013 年 5 月 17 日，深圳市人
民医院宁养院医生、社工、深圳
大学社会工作系学生以及癌症病
患患者家属一行十二人，前往仙
湖弘法寺，聆听大师的声音，开
启一场灵性之旅。

       弘法寺的中勇法师耐心给我
们讲解了佛教中身心灵的涵义。
对于宁养院在灵性照顾中常出现
的问题，中勇师父给我们讲解了
佛教中往生后人的身心的变化以
及对于在世亲人而言，何种做法才
是正确的。对于有其他宗教信仰
以及无信仰的人该如何对待，中
勇师父也给了我们不少建议。除
此之外，病患家属所关心的，如

何减轻患者痛苦以及如何让患者
安心离世，中勇师父也都给了不
少建议。在场的给位除了就自己
心中的疑问向中勇师父提出疑问
之外，也积极参与发表自己关于
身心灵以及死亡的想法。灵性照
顾本身就是宁养院工作的重要一
环。进过这次的仙湖之旅，相信
宁养院的工作能更上一层楼。（稿
件来自深圳大学，选编时有删改。）

督导老师：
地震、宁养突显社工专业
功能
          2013 年 5 月 7 日上午 10:00 
实习兼项目督导团队组建会议在
河北联合大学建设路校区西院三
层会会议室召开。河北省宁养 ( 临
终关怀 )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负
责人张世奇教授邀请了河北省唐
山市公安局安康医院主任心理师
梁铁成教授、河北联合大学心理学
院马红霞老师等 7 位心理学、医
学相关专家组建督导团队 , 并详细

地向各位专家老师介绍了宁养 ( 临
终关怀 )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的
项目方案。
        随后 , 张老师详细介绍了唐山
市人民医院宁养院的现状。张老师 
总结道 , 此项目的实施是一个注重
服务、注重科研的过程。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 , 应注重对于患者及其家
人的心理支持、对相关知识的宣传
与普及、 推动临终关怀事业的专
业化等方面的内容。
       在张老师讲解完后 , 梁教授结
合自身在汶川地震中的 “唐山地
震孤儿援川三人行”的切身经历 ,

对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功
能 表示了极大的认同。梁教授同
时表示出了自己对此次项目的浓
厚兴趣 , 并提出应制定长远的服务
计划 , 以促进项目的实施。
       会议结束后 , 张老师、各位专
家以及项目部分成员进行了合影
留 念。此次会议标志着项目督导
团队的完善 , 对于项目未来工作和
活动 的展开具有重大意义。它不
仅能够增加团队成员的知识 , 更使
得项目 在专业性等方面有了强有
力的保证。（稿件来自河北联合大
学，选编时有删改）

患者家属陪护患者。                                      黑龙江工程学院志愿者 / 摄

河北联合大学督导老师为志愿者讲解。      河北联合大学志愿者 / 摄

中勇法师在宁养院讲解宗教问题。              深圳大学志愿者 / 摄

社会工作者：
爱的坚强，在泪水中前行       
         五月 , 带着忙碌和付出的气
息。这个五月 , 宁养医务社工志愿
者们在经过严格正式的训 练以及
在收集丰富的资料基础上 , 开始了
医务 个案工作 , 走进了癌症病患
的家庭 , 走进了病 患及其家属的
生活世界。 5 月 6 日 , 在督导 老
师的指导下 , 医务社工志愿者陆续
进入病患 家庭 , 为癌症病患及其
家属提供专业的服务 , 初步建立了
良好的专业关系。真正将专业理

论知识付诸于实践中。做好临终
关怀工作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
挑战 , 再过硬的专业知 识都需要
在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宁养院的
工作人员提供的实际经验让 我们
工作的开展具备实际可操作性 , 也
推动了服务工作的职业化、专业
化发展。希望在接下来的服务工
作开展的过程中 , 能与宁养院工作 
人员通力合作 , 把工作做实 , 把服
务做到服务对象的心坎上 , 一起谱 
写优质服务新篇章 !
■每个人虽然都是哭着来到这个
世界的 , 但愿我 们能用自己的专

业及热情 , 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
想 , 让其无憾的笑着离开。
                                      ——胡渝
■生命是一个庄严的存在 , 死亡也
是值得敬畏的。因此 , 怎样让病
人觉得有尊严 , 对生命没有遗憾 ,
这是我们的职责。
                                 ——范昕昕
■我的世界 , 为你敞开。如果你需
要有人同行 , 我陪你走到未来 , 我
一 直与你们同在。
                                      ——罗凌
（稿件来自重庆工商大学，选编
时有删改。）

重医负责人对志愿者认真辅导。                        重庆工商大学志愿者 / 摄

大师

督导

家属

社工

用我的心血为你的生命护航
                      ——宁养服务的第三股力量

患者家属：
不离不弃，温暖如歌
       如果说世间有一种爱是无私
的，那就是亲情⋯⋯那无数个陪伴
呵护到深夜的年头，说了再也不管，
却又抵死演绎着难以割舍；你疼痛，
他心里更痛，你在他面前流泪，而
他只能在你身后哽咽，这就是癌症
病患家属的人生，在绝望中希望，
在痛苦里微笑。我依然记得那一段
段貌似小说主人公台词，下面且让
我们一起来感受那份坚强⋯⋯
           高考决定了我们以后的命
运，可癌症结束了高考的命运，杨
洪亮这个本来也有个大学梦的少
年，如今，只能在病床上回顾那段
追梦的时光。父母每天以泪洗脸，
看着心疼的儿子本来春风得意，可

如今⋯⋯儿子曾经万念俱灰，可
是用他们的话说，他的希望就是
我们的希望，只要我们还活着，
就要陪他走到最后，哪怕是几分
钟⋯⋯我们曾经放弃过，失望过，
迷茫过，可是那颗滚烫的爱子心，
让我们陪着他一起面对以后的生
活。
         徐海华老人的儿媳每天按点
起床，给老人做饭，洗衣服，聊天，
散步，吃药⋯⋯那就是阿姨的工
作日程，每天如此，阿姨说，老
人有时候像个小孩，老怀念以前，
有时候不吃饭，自己就陪着一起
不吃饭，有时候也唠叨这个那个，
有时候也无缘无故责怪自己，有
时候也沮丧，像个小孩子，说着
自己死了算了，妨碍着别人⋯⋯

说到这些，阿姨眼角晶莹，她说
无论如何，我都会日复一日的如
此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梦想，不
为什么，因为这都是自己该做的！
一儿子入狱，丈夫残疾，自己重
症，这就是付艳霞的家⋯⋯像电
视剧里的情景一样，但是她说她
不想当女主人公！自杀，出走，
各种想法，都有过，好多次，可
是她说当看到残疾的丈夫每天细
心照顾自己起居，隐忍着儿子入
狱且还孤身一人的悲怆，他却依
然每天给自己笑脸，强忍着痛苦，
他说自己是个男人，这都是自己
该做的，男人不能说放弃⋯⋯他
们各自心里暗自承诺，无论如何，
都不会离开彼此⋯⋯（稿件来自
黑龙江工程学院，选编时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