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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虹滨介绍，学生的调查并不
顺利，在调查“流动小百货”时，学生
们被阿姨误解为城管人员，非常抵
触。学生们发现偷拍不是办法，唯有
诚心诚意与阿姨解释，最终取得信
任，调查才得以继续。

“我常常和学生们说，如果调查
对象能邀请你进他家里吃饭，那就

真的是打成一片了。”在“陪护厨房”
“流动小百货”“农民工的生活”几个
项目中，学生们都受邀去吃饭，“我
也参加了其中一个生日活动。”

在钟虹滨看来，每一次调研学
生都会遇到问题，但带着问题去思
考、去行动，学生们才能更好发现
人民的智慧，培养同理心、敏锐的

社会观察力以及提出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设计能力。这次社会观察实
践，把学生从象牙塔带入了现实生
活。

“人民才是真正的设计师，好的
设计都是从现实观察中学到，不了解
人们的生活，就做不出最适用的设
计。”钟虹滨说。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今年清明
节前夕，市殡仪馆如约举办年度开放
日活动，35位市民“零距离”接触殡仪
行业，不少市民表示收获了人生感悟。
连日来，关于死亡教育的话题引起一
众公益机构、心理咨询师的热议。心理
咨询师虹廷建议，在近距离接触“人生
终点”时，市民不妨先对自己的“体验
目的”多一分了解，因为并非所有人都
适合近距离探秘。而生命教育并非局
限于“体验死亡”这一单一的活动。

■市殡仪馆连续6年开展
体验活动

绿郁掩映的半山腰，今年市殡仪
馆开放日在清明节前的一个周六（3
月30日）举行，迎来了35名市民。

在参观体验环节，市民在工作人
员的指引下来到一线岗位参观。在防
腐化妆间，工作人员正在给几位逝者
入殓化妆。一些市民发出了“你们的工
作真伟大”“真是值得敬佩”赞许声。在
悼念堂，轻盈的背景音乐伴随着主题

沙画影像，礼仪人员整齐庄严的动作、
司仪扣人心弦的讲解，将逝者“琦琦”
与家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市民如同进
入到真实的场景，纷纷起身，双手合十
为逝者祈祷，不少市民潸然泪下。

市殡仪馆办公室副主任陈宗杰告
诉记者，自 2014年开始，市殡仪馆已
连续 6年开展开放日活动。每年都有
市民表示，在活动中，收获人生感悟。

“虽然自己比较年轻，但是整个追
思会让我有很大的感触。沙画告别是
一种充满尊严的告别方式，逝者家属
也能通过告别仪式，内心得到抚慰。”
23岁的饶小姐对殡仪服务有了新的
认识。“因为工作，我错过了母亲的葬
礼。刚刚通过开放日也算了了自己的
心愿。”2018年，周女士在开放日现场
哭成泪人，表示体验日后将更加珍惜
眼前人，珍惜如今的生活。

而在 2017年，在参观防腐整容车
间的环节时，市民徐先生现场当了一
回“临时工”，他们在工作人员安排和
指引下，给一具遗体穿衣。当参观环节

即将结束时，徐先生向馆内工作人员
提出体验“躺一下棺材”要求。4名工
作人员抬出一具棺材后，在众人围观
之下，徐先生真的躺了进去，甚至还叫
工作人员把棺材盖子盖上去10秒钟。
徐先生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感觉
十分平静，没有惧怕死亡。”

■心理咨询师：生命教育不
仅仅是体验死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比较忌讳
谈论死亡的。当下，互联网让各种文
化、观念交融，死亡这样禁忌的话题也
成为我们能够正常讨论的话题，这对
认识生命是有意义的。“能够每年有
20-30 名市民报名参加殡仪馆体验
日，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慧心社工、心
理咨询师虹廷评价说。

同时她指出，生命的形态是多
种多样的，不应该局限在死亡这一
状态。生命教育也并非一个活动或
一场体验可以完成，而应系统地贯
穿到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

全过程。
“殡仪馆体验日”是否适合所有市

民参加？虹廷建议，有意愿参加殡仪馆
体验日的市民不妨做足做细心理建

设，如明确自己参加活动体验的目的。
而对亲友死亡有创伤后遗症的市民，
虹廷表示，这类市民在短时间内并不
适合参加类似的活动。

小榄新市社区有堂家教课

教你克服“恐辅症”
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

跳。当下不少家长都调侃自己得了“恐辅
症”（形容一辅导作业情绪就难以自控的
症状）。小榄新市社区的“情绪魔法师家长
小组”由专业社工运用正面管教的理论及
具体的管教工具，使家长了解正面管教的
核心理念，学习使用正面管教的具体工
具，给予家长们管教方面的有效支持。从
下周起，这个小组将带来一连 6堂的免费
家教课程。

●招募对象：家有5-10岁孩子的家长
●培训日期：4月21日、22日、25日、

26日、28日、29日晚
●培训地点：新市家综三楼多功能室
●报名方式：关注“@中山市新市家

庭综合服务中心”并报名

“爱共融，齐参与”
东区开展帮扶兜底性残疾人工作

近年来东区党工委、办事处相当重视残疾人服务工
作，从2009年起，开展帮扶兜底性残疾人工作。统计，截止
2019年2月，东区共有1086名在册残疾人。面对多样化和
个性化的残疾人需求，政府、社区、社工、志愿者、社会企业
等多方资源，一同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提升他们的社会
生活质量。

■从“由他助”成为“助人者”
福叔（化名）是东区一名视力一级残疾长者，夫妇俩一

起经营一家盲人按摩店。2017年，东区社工邀请福叔参与
残疾人自理能力小组，协助他建立社会支持网络。2018
年，福叔因病入院，庞大的医疗费用让福叔一家陷入了经
济困境。东区社工协助福叔申请临时救助，缓解燃眉之急；
同时联动社区志愿者，为福叔及其家人提供心理舒缓服
务，顺利度过危机。福叔恢复健康后，主动申请成为社区的
助残志愿者，为社区长期病患长者提供免费上门按摩服
务，并以“同路人”的经历鼓励服务对象勇敢面对生活困
境，自强不息。目前像福叔那样成为“助人者”的服务对象
越来越多，东区在残疾人服务中，“授人以鱼”的同时，更注
重“授人以渔”，协助残疾人自力更生，并利用自身技能优
势反馈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促进残疾人社会共融。

■汇聚多方之力，提供兜底保障
在相关政策帮扶支持下，社工联动各社区居委会对残

疾人家庭情况进行跟踪，通过多种渠道，链接社会资源，实
现困难对象应保尽保，为贫困残疾人家庭提供救助支持。
2018年，东区社工联动博爱商城微心愿物资50户次、眼科
机构服务社区残疾人3场活动、听力机构提供听力检查及
咨询服务11户次、社区卫生站及医院提供卫生服务84人
次等社会组织及企业义工队等资源，为有个性化需求的残
疾人家庭提供了物资支援和救助帮扶。其中，成功连接残

疾人器械辅助机构资源，为困难残疾人家庭提供听力检查
服务并捐赠助听器。同时，将资源对接给其他有需要的残
疾人家庭，增大资源利用率。

■“一人一档”跟踪分类管理，因应需求提供个案服务
东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安排专业社工持续关

注和走访各个社区的残疾人家庭，根据不同的需求提供专
业的社工帮扶服务。目前，已为东区全部残疾人建立一人
一档案，建档率为100%。同时，针对残疾人日常生活安全
意识、政策帮扶、资源链接、心理辅导、就业辅导、缓解经济
压力、人际关系等问题，将残疾人的基本情况及需求分类，
根据类别及层次为他们提供不同深度的服务，落实一人一

“个性化服务”。
■营造有利环境协助残疾人融入社区生活
东区开设了418平方米的残疾人服务中心，设置康复

工作室等多个功能室，为辖区内34名符合条件的精神或
智力残疾人提供日间托管、工娱疗、康复、职业培训、心理
疏导等服务。通过种植盆栽、手工制品、模拟购物训练等小
组活动，提升学员的精细动作能力及日常生活技能认知能
力，并协助学员义卖手工制品，为他们提供更多自力更生
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广告

大学教授带领学生团队穿大街走小巷，观察小型都市公共空间里的社
会生活并拍摄系列纪录片

向普通市民学习设计
4月8日晚，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钟虹滨受邀来到电

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并带来了一场讲座，展现城市社会观察视野下

公共空间里的人与事。钟虹滨曾带领她的学生走进长沙的大街小巷

和市民的日常，了解普通市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策略，形成了《人民

的空间——长沙市小型公共空间里的社会生活》一系列纪录片。她

认为，作为一名设计师，应用谦卑的心态观察普通人的生活，向人民

学习才能做出适合人民的设计。

本报记者 李玮玮 见习记者 陈伟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钟虹滨主要从事景观与公共空
间教学与研究，还曾于2007年在丹麦
皇家建筑学院公共空间研究中心当
访问学者。2014年到 2016年期间，钟
虹滨主持开展一项教育部的国际交
流项目，与十多位国外学者教授合
作，在不断交流的过程中，钟虹滨萌
生了探究“人民的空间”的念头。

2017年，钟虹滨和她的学生迈出
了第一步，尝试通过观察、测量、访
谈、拍摄、记录、绘图、实验，以及持续
一周的全天观察的方法，对小型公共
空间进行观察和再创造，观察的重点
在于发现不同的人、人与街道和空间
的关系、人与人的交往、人的生存智
慧等。

伴随着颇具穿透力的吆喝声和

缓慢的步履，一段关于“流动小百货”
的纪录片诞生了。这是其中一个学生
调研团队的调查对象，是一位推着手
推车叫卖了二十多年的阿姨。阿姨的
小推车充满了智慧，车身双层设计，
共有 63类 1294个商品，是名副其实
的“流动小百货”。

每个调研团队关注的群体和空
间都不同，有些关注的是长沙人每天
早上都会做的一件事“嗦粉”，一个很
热闹的早餐店老板娘智慧地用一大
一小两张塑料凳，一张为台、一张为
座，解决了桌椅的问题；有的则关注
长沙人将五颜六色的被子拿出来“晾
晒”的“公共艺术”；有的关注夜市和
午夜街头直播；有的则体验街头农民
工的生活。

以纪录片为“眼”观察社会

鼓励学生走入“人民的生活”做设计

市殡仪馆连续6年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死亡教育引发市民热议。心理咨询师建议——

理性看待探秘“人生终点”

本栏目发布各公益机构举行的活
动、社工招聘、物资交换、志愿者招募、
项目推荐等信息，欢迎来稿。

投稿邮箱:zsyigongchang@163.com

市图书馆将有公益讲座

邀你体验
花草纸制作

花草纸是一种源于中国最古老的手
工造纸法制造出的纸张，在未干的纸浆上
直接铺就花草，经特殊处理及自然烘干而
成。市图书馆的公益讲座将邀请讲师讲述
古代的造纸术，并和小朋友们一起制作花
草纸。

●活动时间：4月20日（周六）上午10:
00-11:30

●活动对象：6岁以上亲子家庭
●活动地点：中山纪念图书馆华凯分

馆一楼读者活动区
●咨询电话：0760-88324502（借阅部）

本报记者 徐钧钻 整理

长沙人早上的”嗦粉“，一大一小两张塑料凳，即可解决桌椅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