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没有宾客的“隆重”婚礼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强洪
■ 李志蔷

近日，双警夫妻宋美芳和李名清两人利用
休班时间，办了一场简朴而又温馨的特殊婚礼，
没有接亲长队，没有亲朋满座。

宋美芳，武汉铁路公安处大冶北车站派出
所民警，全力守护着铁路每一公里的安全；李名
清，湖北黄石市公安局开铁分局刑侦大队民警，
心心念念着一方百姓的安危。他们，身体力行
地诠释着忠诚履职的含义。

一年前，武汉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两人奋

战在抗疫一线，他们每天担心着彼此，约定一年
后完成对彼此一生的承诺。他们为举办一场隆
重的婚礼忙碌了近一年。酒店预定好了，喜帖
也准备发出了，他们做好了以最好最美的姿态
接受亲朋好友祝福的准备。

婚期临近，但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面对疫情防控态势，小夫妻决定一切从简。

“虽然我无数次幻想过婚礼现场的情景，想
象着身穿婚纱接受亲朋好友祝福的幸福场面；
也非常期待风风光光地嫁给心爱的人，但为了
响应国家不聚集、少聚会的号召，我们决定简办
婚礼。”宋美芳说。“我们向双方父母说明了情况，
老人们同意了我们的决定，只是觉得委屈了
我。但我觉得非常值得。”

婚礼当天，新郎李名清在两名亲友的陪同下
来到新娘宋美芳家里，把新娘接回了家。“这个不
一样的婚礼，是终生难忘的记忆。”新郎新娘说。
通过微信，他们彼此透露了心意：“媳妇儿，对不
起，这次没有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委屈你了！
等将来，我一定补给你。”“没事儿，身着藏蓝就是
肩负责任。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只有我们带头响
应政策，为人民负责，整个社会才能平平安安。”

婚礼后两人仅休息一天，就各自回到工作
岗位。他们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更是肝胆相
照的战友，他们携手“逆行”，用小离别守护大团
圆，以双倍的坚守演绎最美的爱，他们把一身

“警察蓝”穿成了最美“情侣装”，“警察蓝”守护
“中国红”，就是他们对彼此的最好誓言。

岁月静好，离不开“警察蓝”的执着坚守；万
家欢聚，离不开双警夫妻的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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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守中迎接军嫂和她的在坚守中迎接军嫂和她的““牛娃牛娃””

家视视界界

■ 李杰 周雯洁

“共欢新旧岁，迎送一宵中”。当大家沉浸
在喜庆热闹的新春佳节时，总有一群人坚守岗
位默默奉献，用一家不圆换万家团圆。初七凌
晨浓浓的夜色中，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为一名妊娠合并瘢痕子宫的军嫂开通军人绿色
通道，通过多科协作、快速反应成功产下宝宝，
为这个军人家庭迎来了可爱的牛年新“生”。

这是一名“备受关注”的军嫂。怀孕期间曾
多次因不完全性肠梗阻、阑尾炎在八中心妇产
科住院，经医护人员认真会诊，精细治疗，才保
其顺利妊娠。节前，妇产科张巧玉主任提醒：该
孕妇春节假期妊娠足月，随时可能临产；更要警
惕其过节饮食不当诱发再次肠梗阻，一旦来院
要多方协调、积极处置，务必保证母婴平安。
18日凌晨孕妇来院，经查确诊为胎膜早破，急
需实施二次剖宫产手术。妇产科医生主动协调
挂号处、住院处开通军人绿色通道，为其快捷办
理住院手续，护士联系普外科现场急会诊，手术
室第一时间做好手术准备。

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新“生”：孕妇曾进
行过两次开腹手术，一次是剖宫产，一次是卵巢
囊肿剥离及右输卵管切除术，导致其腹腔粘连
严重，艰难地进入腹腔后发现其子宫切口瘢痕
处薄如蝉翼，似吹起来的气球，胎脂、胎儿清晰
可见。手术不及时，可能会子宫破裂，危及母婴
生命；手术拿捏不好，子宫切口就会撕裂，大出
血、无法缝合。妇产科张宏珍、汪红梅医生密切
配合，小心翼翼地打开子宫切口，轻柔触碰、利

落操作，成功娩出一名男婴！子宫缝合更不能
掉以轻心，瘢痕极薄，缝合线拉紧一点会撕脱，
稍松就止不住血，医生全神贯注缝合，整个手术
室里只有婴儿响亮的哭声。

这是一台“一举多得”的手术。子宫缝合
后，普外科李永帅医生上台，仔细探查：患者阑
尾呈炎症病变，肠壁、腹壁多处致密粘连，导致
阑尾炎、肠梗阻，考虑疾病再次发作手术困难，
决定为其一并实施阑尾切除和多发性肠粘连松
解术。无影灯下，医生一点点探查，一处处清
理，将所有可能形成内疝和肠壁成角的粘连逐
一松解，一处切口解除了患者所有病痛。

一夜忙碌，母子平安回到病房，迎接他们的
是初升的朝阳。

■ 潘树琼

“先生，你能坐起点不？躺着咋相亲呢？你
让人家女嘉宾多尴尬。”她一边举着手机督促相
亲间的男嘉宾，一边顺手给女儿添了一勺米
饭。“吃完去写作业吧，一会儿妈妈过去检查签
字。”低声嘱咐女儿一句，又投入到相亲直播中。

晓瑜是一名“网络红娘”，每天晚上7点钟
她准时出现在直播间。最近，她已经成功撮合
了十几对儿。“春节期间是旺季，年后想给孩子
报个钢琴班。”晓瑜说，这份直播工作让母女俩
基本实现了衣食无忧。

身为一名离异妈妈，晓瑜的生活并不容易。
她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专长，独自一人抚养孩
子，房贷加上各种生活开销，生活紧巴巴的。疫
情期间，她彻底失业了。幸好有朋友介绍了这份
兼职工作。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晓瑜开始接触和
了解。12天后，她正式开播，一做就是半年。

“这份工作的好处是可以在家里干。”晓瑜
说，“不耽误接送孩子，只要努力，收入还能不断
增加”。晓瑜很勤快，头脑灵活，之前的打工经
历让她具备了与各种人打交道的能力，很快就
做得得心应手。如今，晓瑜晋级为“师傅红娘”，
具备带徒弟的资格。很多来她直播间的单亲妈
妈也跟着她一起做，用户变成了徒弟。在她当
师傅的这段时间，167个跟着她学习的“徒弟红
娘”通过了考核，具备单独开播的能力。

“能帮助到更多像我这样的单亲妈妈，特别
开心。姐妹们在一起就有了归属感，我再也不
觉得自己是个无能的人了。其实，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价值，只要能找到发挥的舞台。”说到这
儿，晓瑜开心地笑了。

晓瑜所在的平台，就是国内著名的视频相
亲软件——伊对App。这个相亲平台开创了
一种叫作“网络红娘”的线上人工职业。“网络红
娘”配合平台的机器算法为单身用户寻找合适
的异性朋友，主持交友和相亲活动。

伊对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伊对上活跃
着4万多名网络红娘，以女性居多，分布在全国
各个省区市。“网络红娘”与传统的红娘不同，她
们都是平台化的自由职业者，依托平台向用户
提供撮合服务，并通过用户赞赏的方式获得相
应的收入。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已经有上百个这
样的网络相亲平台，如果每个平台都达到4万
余人的红娘规模，那么，就可以为社会提供四五
百万以上的灵活就业岗位。

“网络红娘”的从业者过去的职业经历五花
八门，有带孩子的妈妈，有护士、教师、个体店
主、退伍军人等。经过3年多的发展，这种自由
职业正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其中。

疫情发生以来，“网络红娘”等各种数字经济
带来的新业态引起了业界的高度关注。中国人
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表示，新就业形
态的持续发展是劳动力市场机制与数字技术相
结合的必然结果，这一形态将借助新劳动经济理
论和快速进步的数字技术力量进一步扩大发展
空间，为劳动者创造更加自由的工作范式。他认
为，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后，更多新型工作会被
创造出来，起到稳就业、保民生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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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然兴起的“网络红娘”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任然

人到中年的高菲（化名）已几个月没怎么出门了，
她是一个7岁孩子的妈妈，也是一名全职太太。几个
月前，高菲想重回职场，投了多份简历，也经历了几场
面试，但并没有得到满意的工作。

她想起自己在孕前曾是一名白领，觉得自己已被
社会遗弃，早晚也会被孩子和丈夫看不起，被家庭藐
视，她开始失眠，并出现了心慌、胸闷、反胃恶心等多种
症状，她开始闭门不出……最终，在丈夫和孩子的鼓励
下，高菲去了医院，辗转了各个科室后，最终在临床心
理科被医生确诊为焦虑症。

类似高菲这样的处境、担忧，似乎能引起很多女性
的共鸣。近几年，很多影视剧及新闻事件，也频频呈现
出中年女性焦虑的形象，促使中年女性焦虑成为一个
热议的话题。

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

《华尔街日报》曾在报道中写道：“一项研究显示：
与已被诊断患有焦虑症的男性相比，女性患者数量是
男性的两倍之多。”中年女性焦虑，已成为世界性“课
题”，近年来我国也有增长的趋势。

“在我接诊的焦虑症病例中，女性也比男性更多。”
成都市心理健康中心何宗岭主任说，但他同时认为，女
性遭遇焦虑，并不可怕，“焦虑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
状态，而且适度的焦虑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也有助于个
人成长”。

“有类似高菲状况的人，确实比较普遍。”有十余年
国内外心理学受训经历，目前从事心理咨询及培训相关
工作的郭秋霖也有同样的感受，她也认为，适度焦虑能
激发内在动力，而发展成为焦虑症则有诸多因素导致，
例如个体人格发展、原生家庭及自我认同感等因素。

2019年，一份发表在《柳叶刀·精神病学》的“中国
精神卫生调查”显示，在对我国社区心境障碍、焦虑障
碍、酒精药物使用障碍、间歇爆发性障碍、进食障碍、精
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老年期痴呆等七类主要
精神障碍的加权患病率及其分布特点的调查中，焦虑障
碍患病率最高，终生患病率为7.57%。“这是一个很高的
数据了”，何宗岭进一步说明，“如果中国成年人有11亿
人口，大概有8000万人口，在一生中会遭遇焦虑困扰。”

“中国精神卫生调查”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社会精
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黄悦勤教授团队进行，
是中国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黄悦勤介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婚姻、移民、休闲、老龄化等社会因素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以此带来的心理压力、生活方式、家庭
结构的改变等无疑会导致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
率上升。

而女性患者较男性更多，在何宗岭看来主要源自
面对的社会应激因素更多，比如：“女性一生要经历的
身份角色变化更多，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挑战”，由此，

“焦虑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而当女性人到中年时，可
能是身份最多的时候——同时承担着妻子、母亲、女儿
的不同角色，还要面对职场压力……

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来自耶鲁大学心理系
的苏珊·诺伦·霍克西玛博士提出，女性之所以比男性
更易得焦虑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女性往往
倾向于对别人的幸福负责，尤其是她们的孩子和丈
夫。“这种‘责任感’对女性来说更像是一种进退两难的
窘境，因为总有些事情是她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掌控焦虑能促进成长

“适度的焦虑是有价值的，它能帮助我们成长。”何
宗岭说，有时候焦虑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

制，提升危机意识，能激发个人成长。
波士顿大学焦虑及相关疾

病研究中心创始人大卫·巴洛
在他的《焦虑与焦虑失调》一

书中提出：“焦虑的功能是
对潜在的危险情况发出警

告，并激发内在的心理
机制，这些机制非常重
要，因为它们可以让我
们进入‘更高级更成熟
的功能层面’。”

“来自科学的实证研
究显示，一个人适度焦虑
时，大脑的信息处理效率
和专注度都更强，记忆力
也更好。”何宗岭说，“学
会掌控焦虑，就能更好地
促进成长。”

如果掌控不了，“出
现应对失效，则要积极
面对，并寻求帮助。”何
宗岭说，是否出现过度
的焦虑，可从三个维度
来进行判断：精神性焦

虑、躯体性焦虑以及睡眠问题。
据何宗岭描述，精神性焦虑患者，常常具有灾难性

思维，总将自己萦绕在一种不安的氛围中，常常因为一
件小事便“钻牛角尖”，不能自拔。类似高菲因为求职
失败，联想到自己会被家人嫌弃和遗弃一样。

躯体性焦虑，则往往因为焦虑而导致人体各机能
紊乱，如在心血管系统中表现为心慌、胸闷、气短等症
状，在胃肠道系统表现为肠胃不适等症状，在泌尿系统
表现为尿频、尿急等症状，这些症状往往两三个合并发
生，但在相关科室又查不出明确的病因。

睡眠问题中则突出表现为失眠、难以入睡、早
醒……但为什么有的人能掌控焦虑，有的人却失效？

“或与其先天遗传、成长经历、家庭环境及所处的社会
外界等因素有关。”郭秋霖说。

郭秋霖说：“职业习惯，类似高菲这样的案例，我通
常会看来访者的原生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她的恋爱、
婚育状况，夫妻关系，父母辈的直系亲属关系，以及家
庭成员疾病史等细节……”郭秋霖讲述，按照法国精神
分析学家拉康的理论，人出生后大脑结构还会不断发
育变化，直到25岁左右，人格也逐渐完善。成长过程
中的重要养育者、通常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以及成长
中的重大事件都是影响人格的重要因素，绝大多数人
会用一生的时间完整内在人格。“追溯这些关键期的细
节，或能找到高菲自我效能下降的具体原因。”

“我接诊的案例中，‘全职太太’因长期与社会脱
轨，生活重心聚焦孩子，缺乏社会认同感和自我认同意
识，加之不被家庭其他成员理解，她们自我价值感大多
偏低。”郭秋霖说。

“家”能助力化解焦虑

常常有病人拿着一大沓子检查单向何宗岭倾诉，
自己表现出各种病症，但查不出病因，“我是不是得了
什么怪病？”何宗岭总是微笑回答，“我这里有很多病人
和您情况类似。”

在何宗岭看来，病人能够走到心理科，就是一切变
好的开始。他解释，焦虑症与抑郁症虽属两个疾病，但
常常“共病”（两种疾病共同存在），共病时，生命出现危
险的概率就会增加。“焦虑与抑郁就像一个连续的谱
系”，何宗岭说，开始是正常焦虑，如果掌控失效，便进
入焦虑状态，如果再应对失效，则会进入习得性无助，
即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可奈何的行为、心理状态，此
后可能会产生抑郁，甚至比抑郁还糟糕。

如此，较早察觉出不可自控的焦虑状态，并积极寻
求专业帮助便尤为重要。何宗岭说，如今我国在心理
治疗方面已比较成熟和先进，除了各种基础心理治疗
方法，还有一些如经颅磁刺激等先进技术。“无论是焦
虑还是抑郁，积极治疗都有比较好的效果。”

这其中，家庭成员的理解、帮助和支持也较为关
键。

上海市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曾在一项“应对方式
及社会家庭支持对焦虑症患者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发
现焦虑症的发生与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家庭关系密
切相关。“我们要关注焦虑症患者的事件应对，社会、家
庭要给予关注，减轻其压力，避免症状进一步加重。而
焦虑患者应尽量运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主动求助社会
家庭支持。”该项研究论文中做出了这样的提示。

何宗岭回忆，有些陪伴就诊的家人听说病人患焦
虑症时，马上会说“你看你就是想多了嘛，你不想那么
多，咱们就没事儿了呀。”此时，病人往往会表现出非常
沮丧的情绪，觉得自己不被理解。“这种安慰不仅没有
帮助，反而会给患者带来更多的不良情绪。”何宗岭说。

“但我们不能苛责家人，这说明我们对大众的科普
做得还不够。”何宗岭说。

“关注原生家庭，归因原生家庭而不能归罪于原生
家庭，不要再为自己个人的不成长甩锅原生家庭。”郭
秋霖也呼吁要大力科普有关心理学的基本常识。

预防和化解焦虑症、抑郁症，可以借助一些肢体“语
言”，郭秋霖给予了一个简单且有操作性的建议——“拥
抱”。发展心理学家亨利·哈罗曾在一项实验中证明了
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亲密接触，以及情感和社会支持是促
使一个人正常成长的重要因素。“有些科学研究发现，拥
抱时人与人之间的心脏能离得最近，这种躯体化的接
触，会让人感到被关注、被理解和被支持，肢体接触也会
改变家庭成员间的微妙互动关系。”郭秋霖说。

郭秋霖认为，如果大众对心理学有普遍认知，或许
会促使羞涩的中国人常常给自己的伴侣、父母、孩子以
及朋友们一个温暖的拥抱。与家人拥抱，与大自然拥
抱，与朝气蓬勃的生命拥抱。

何宗岭则注意到，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特制定“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其中，“心理健康行动”是重要组
成部分。“心理健康行动”给出了正确认识、识别、应
对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特别是抑郁症、焦
虑症的应对建议，并提出了社会和政府应采取的主要
举措。

在他看来，中年女性焦虑成为热议话题，便是心理
健康行动进程中的一种体现，也是向国人普及心理健
康的一种方式。随着国家对大众心理健康的高度重
视，未来，女性遭遇“焦虑”后，将不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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