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多月前，川航英雄机长刘传健的事迹被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一次“史诗级的降落”，依靠的不

仅是刘机长极为过硬的职业技能，同时还有其“超强大”

的心理素质。

飞行员、火车司机、地铁司机等职业是与公共安全紧

密相关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守护特殊行业从业人

员的心理安全，进行心理健康赋能，让过硬的职业技能和

强大的心理素质比翼齐飞，正逐渐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目前国内对于特殊行业从业人员的心理安全体系化

建设，依旧停留在初级阶段。基于这样的现实，宁波市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和市人才培训中心最近联

合开展的员工心理健康管理体系建设，受到了国内许多心

理专家的关注。

从地铁司机开启的这个小切口，能否让我们见微知

著，看到心理赋能的远方？

我市探索建立地铁司机“心理晴雨表”

让心理守护成为特殊行业职场安全首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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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起，宁波市轨道交
通集团与全国各大院校合作，
定向委培电客车司机、车辆检
修、信号维护等 9 个专业的学
员。通过三至四年的专业学习
并经考核合格后，这些学员中
的 90%将被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
直接录用。

当年首次招生的轨道交通班
很是红火。新生中不乏第三批
次的高分考生，还有的考生放
弃了读二本院校的机会，转而
选择高职院校的地铁专业。这
些年，从轨道交通“订单班”
出来的学员已有五六千名，他
们当中的大多数已经在轨道交通
1 号线和 2 号线开始了自己的职
业生涯。

等到正式工作了，当年那些
选择电客车司机专业的年轻人
才发现：漆黑的隧洞、发着幽
幽黄光的照明灯，隧道壁上盘
根错节的电线，还有下面的铁
轨，是他们在驾驶过程中所能见
到的一切。密闭的工作环境和单
兵作战的岗位特征，时刻考验着
他们的抗压能力；长期一人的重

复作业，令他们中的某些人过早出
现了职业倦怠感，甚至有人产生了
转行的念头。

因此，选择一份职业，特别是
一份事关公共安全的特殊职业前，
有 必 要 给 自 己 来 一 次 “ 心 理 体
检”。据了解，俗称“心理体检”
的入职心理测评，在美国已经实
行了半个世纪之久，主要包括人
格 评 估 、 智 力 测 试 、 资 历 测 验
等。通过“心理体检”，可以判断
求职者的行动力、态度、信念以
及价值观等，不仅能为用人单位在
最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员工，还能
让求职者在测试过程中，充分了解
自己是否适合这份工作，而无需浪
费时间和机会。

如果一个人能力不足，可通过
培训提高，但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与
职业岗位不吻合，要改变起来可
就难了。因此，在职业选择中，
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自己的个性特
征与职业要求是否相适应。只有
岗位特质和心理特质相吻合，才
能让自己的心里充满正能量，进而
让自己所从事的这份职业更具有光
彩。 （王芳）

选择职业前，
先给自己来次“心理体检”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份研
究报告指出，我国抑郁症患者超过
3000 万人。国家卫计委的一份数
据则显示，我国心境障碍患病率为
4.06%，这意味着我国心境障碍病
患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万人。

据了解，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分
类里，精神障碍是个十分宽泛的概
念，包括十大类 400余种疾病。抑
郁障碍、焦虑障碍、双相情感障
碍、躯体疾病所致的心境障碍等均
属于相关范畴。其中，仅焦虑障碍
就包括了特殊恐惧症、强迫障碍、
社交恐惧等八九种疾病。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
展，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显著加快，
公众的心理压力普遍增加，与此同
时，心理患病的风险也相应增加。

2016年 12月 30日，国家 22部

委联合发文，出台了《关于加强心
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提
出，到 2020 年，要实现全民心理
健康意识明显提高。各领域各行业
普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健康
促进工作，加快建设心理健康服务
网络，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心
理健康服务纳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重点人群心理健康问题得到
关注和及时疏导，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初步建成。到 2030 年，全民心
理健康素养普遍提升。符合国情的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健全，心理
健康服务网络覆盖城乡，心理健康
服务能力和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
高，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心理行为
问题识别、干预水平显著提高，心
理相关疾病发生的上升势头得到缓
解。 (周琼 整理)

22部委联手关注“心理健康”

“中班从早上 730开始上到下
午 530，第二天下午 330 上到晚
上 1130，然后到司机公寓休息，
等待次日凌晨 300 的早班，接下
去可以休息一天。”朱泽瑜是地铁
2 号线的一位车队长，他告诉记
者，这是一名地铁司机“正常情
况”下的作息时间。“如果有特殊
情况，工作时间还会延长。”据朱
泽瑜回忆，他本人曾经有一次连着
8天8夜“没见到太阳”。

除了“阴阳颠倒”的工作时
间，还要忍受狭小空间内的孤独寂
寞。记者注意到，地铁驾驶舱面积
大约只有两平方米，除了跟着师傅
实习或者带徒弟的特殊时段，地铁
司机总是一个人待在驾驶舱内。漆
黑的隧洞、发着幽幽黄光的照明
灯，隧道壁上盘根错节的电线，还
有下面的铁轨，是他们在驾驶过程
中所能见到的一切。

由于身系一车乘客的安全，对
于地铁司机，运营部门有着极高的
要求。他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随时观察信号显示屏和列车的工
作状态，如果发生突发情况，需
立即进行处置。采访中，记者注意
到，尽管地铁驾驶的自动化程度极
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机就能“无

所事事”。在整个驾驶过程中，司
机需要按照相关规范，双手做出各
种动作，嘴里发出各种呼号。每到
一个站点，司机要第一个下车，最
后一个上车，确保到站停靠时间精
确到秒，同时保证乘客的上下车安
全。“一个完整的班次轮回，就需
要手指口呼近 5000次。”朱泽瑜告
诉记者。

重复重复再重复，不分昼夜地
面对几乎一成不变的幽深地洞，不
少地铁司机能做的，是在千篇一律
的动作中寻求一点点的小变化：凌
晨或者下半夜，对着空旷的站台，
出生于 1993 年、但已算得上宁波
地铁“老司机”的林嘉祥，常常会
拖着长长的尾音喊出“屏蔽门关
好”“站台安全”“无夹人夹物”

“车门关好”等呼号。每当此时，
这名“90 后”年轻司机的脸上才
会露出几分调皮的神色。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分公司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密闭的工作环境和单兵作战的
岗位特征，时刻考验着司机们的抗
压能力；长期一人的重复作业，使
他们极易出现种种心理问题，从而
带来个体的心理张力及其造成的疲
劳感和焦虑感。

地铁司机心理健康
必须受重视

本报记者 周琼 通讯员 任社

体系化的建设究竟能做到哪一
步？心理赋能的远方在哪里？

“我们期望有一天，不论是特
殊行业员工还是职场中的普通人，
大家接受心理健康检测就像接受体
检一样坦然，学习了解心理知识也
和学习养生知识一样大大方方。”
宁波市人才培训中心职业技能部部
长陈康义告诉记者，“和很多企业
入职需要健康体检一样，我们希
望，至少在一些特殊行业中，企业
可以更多地关注员工的心理状态，
充分认识到员工的心理健康也是企
业的重要资产。”

这样的初心得到了不少心理专
家的认同。92919 部队医院副院
长、海军心理测量专家张其军告诉
记者，在飞行员的选择中，除了身
体的筛查，还包括大量的心理测
试，三个月适应期后，身心安全测
试不达标的，就会被淘汰。“现
在，越来越多的飞行员关注自己的
心理安全，无论是入口把关还是后
期守护，这既是对公众安全负责，
也是对本人负责。”张其军同时提
出，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和职业，

心理安全的监测和心理赋能，应该
得到更有效的体系化保障。

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
组组长、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
系认知与发展研究所高级讲师徐青
博士认为，岗位特质和个人心理特
质的融合，可以让职业人群具备更
多的心理正能量。徐青举例说，对
于一般人群而言，紧张性高并不是
好事，但对于司机这样需要注意力
高度集中的职业，紧张性是职业需
要的特性；再比如从事服务行业的
人员，安排个性中友好性和宜人性
较高的员工参与，发生心理风险的
概率会大幅降低。

记者注意到，业内专家对于成
体系的心理守护和赋能抱有很大的
期望。宁波的这一探索，不但被轨
道交通运营领域“中国城轨·连城
心驿站”列为试点，也吸引了深圳、
吉林等多地的相关部门前来取经。

从地铁司机开始，我市在“心
理赋能”上走出的这一步，究竟能
走多远？能否成为特殊行业职场安
全的第一道防线？对此，我们拭目
以待。

心理赋能
应有体系化保障

正如天气预报不是抬头看看天
色就能张口说出，看不见摸不着的
心理问题，更需要进行细致的探
索。一年前，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和市人才培训
中心联手展开了“电客车司机职业
健康心理培养项目”的研究，想要
画出一条心理“晴雨表”的变化轨
迹，进而找到调节地铁司机心理状
态的方法。

深度参与这一项目的张涵诗是
国内心理咨询界知名的技术达人。
在他的设计引导下，“晴雨表”的
轨 迹 中 引 入 了 大 量 诸 如 房 树 人

（HTP）、格式塔 （BGT） 等投射
测量技术及梦的解析技术。“在总
体偏向于‘压抑’的人文环境下，
无论是基层员工还是中高层管理人
员，面对心理咨询时总是有较多的
阻抗，技术指标的印证会比单纯的

问答更真实地体现出员工的心理状
态。”张涵诗告诉记者，“帮助员工
了解真实的自己，是让他们学会心
理调节的第一步。”

记者注意到，在用心理技术检
测员工心理健康状况的过程中，
穿插了大量的心理学知识普及和
员工个性特质的自我了解。“在这
个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员
工心理健康档案的建立、岗位特
质 （心理） 模型研究、具备‘导
向性’的分级心理监测及疏导体系
的建设，帮助员工构筑起心理安全
的第一道防线。”张涵诗说。

我市所探索的这一基于科学
管理和评估的员工心理健康管理
体系，引起了业界诸多“大咖”
的关注。上海心理卫生学会副理
事长李正云博士对这项探索给予
了高度评价。李正云告诉记者，员

建立心理“晴雨表”
找寻心理“调节器”

工心理健康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逐渐得到人们
的认同。国家层面对于心理服务
体系的建设也日渐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
上的社会心态”。李正云认为，尽
管已有不少企业开始重视员工心理
健康问题，但以技术体系作为支撑
的员工心理健康管理体系建设还不
多见，宁波的探索“在全国范围内
特别超前”。

评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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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司机在“心灵港湾”排解压力。 （周琼 任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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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司机成天面对一成不变的隧道，很容易带来心理上的压抑。
（周琼 任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