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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戏剧直面内心困惑 集宁师范学院精心排演心理情景剧

□本报记者 马佳敏 赵静

聚光灯暗下又亮起，刘志祥将手中
的模拟奖状轻轻放在地面，舞台塑料地
板发出细微摩擦声，台下传来一阵轻轻
的叹息……这是内蒙古自治区校园心理
情景剧大赛二等

奖作品《找自己——光环的背后》中的感
人一幕。

在集宁师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正通过课程、实践、咨询等多种形
式扎实推进，从大一必修课到线上线
下融合的心理咨询，从教材编写到特
色活动开展，全方位关注大学生心理

健康，助力青春成长。这部获奖的心
理情景剧，正是学校心理育人成果的
生动缩影。

“这次经历让我的心理认知和心态
调整有了积极转变。因为剧目原型是我
自己，表演过程中我不断与内心对话，慢
慢突破了一些心理困扰。”主演刘志祥在
赛后分享时，语气中仍带着对角色的深
刻共情。他表示，参演心理情景剧不仅
让他掌握了调节心理的方法，更逐渐打
开心结，学会了与自己和解。

同为参演者的张咪坦言，最初只是
抱着尝试的心态加入，却在排练中意外
解开了许多内心的困惑。

该剧指导教师闻雪介绍：“剧中人物
设定和情节发展紧贴学生日常，比如评
奖评优的压力、同伴间的比较、家长期待
等，这些场景很容易引发大学生共鸣。通
过细腻的表演和真实情感传递，增强了观
众的代入感，引导大家思考‘我是谁’‘我
真正想要什么’等深层问题，体现了心理
健康教育‘助人自助’的理念。”她提到，
剧目编排注重戏剧张力与心理表达的融
合，既具观赏性又富有教育意义，通过舞
台表现将抽象心理状态具象化，帮助学
生更直观地理解心理现象，在自我反思

中成长。
从课堂到舞台，集宁师范学院的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形成完整体系。学校为大
一学生开设必修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大纲结合心理咨询与学生管理
实践，围绕人际关系、学习心理、恋爱心理
等大学生常见心理困扰设计教学内容，帮
助学生掌握心理健康基础知识，明确应对
问题的方法。外国语专业学生张亚轩分
享：“课上通过‘画雨中人’等互动活动，我
能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压力程度和应对
方式，发现了需要改进的地方。”

除32课时的线下课程外，学校还开
设10课时线上课程，并编写出版“十三
五”规划教材《心理健康教育》，多渠道助
力学生提升自我管理与分析能力。

“无论是课堂讨论还是舞台表演，都
在悄悄帮助同学们解开心理困惑，大家
互相支持，在青春路上走得更踏实。”集
宁师范学院学生处心理教师钟华表示，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深化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创新心理育人模式，鼓励更多学生
参与心理情景剧等特色活动，用艺术传
递心灵力量，为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的新时代青年努力，高质量推进立德树
人工程。”

□本报记者 朱旭敏

暑期来临，孩子们有了更多时间沉浸于兴趣爱好、参与研
学实践或走进自然，在“花式”活动中度过充实假期。无论是
兴趣班里的专注投入、研学路上的探索发现，还是露营地里的
自然互动，都在为成长注入不同养分。

用热爱浇灌技能，兴趣点亮成长微光

上午9点，9岁的周子琪在美术教室里专注创作丙烯画作
《夏日荷塘》。调色盘上，浅绿到墨绿的渐变被她精心调配，层
次如同真实荷叶的脉络。她先用大号画笔铺出荷叶轮廓，再
换小号画笔勾勒边缘，每一笔都细腻精准；描绘荷叶露珠时，
更用极细画笔点出白色“露珠”，再用干净画笔晕染出淡淡光
晕，仿佛露珠真的在滚动。

舞蹈房里，孩子们随着轻快音乐练习傣族舞，裙摆飞扬
间尽显活力；羽毛球馆内，孩子们挥拍扣杀，额角的汗珠溅

落却笑得灿烂；游泳馆中，孩子们在水中扑腾、划水，家
长举着手机记录下他们克服怕水、学会换气的瞬间。不
同的兴趣爱好里，孩子们用纯真笑容和欢快笑声，书写
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篇章。

“没报学科补习，选了舞蹈和美术，都是孩子自己
提的。”市民刘佳说，看着女儿主动对着镜子练习舞蹈
动作，或把画作贴满房间墙壁，她感受到兴趣带来的内
驱力：“比起成绩单，孩子眼里的光更重要。”

在研学中探索世界，知识从书本走向生活

工作忙碌的家长常将研学视为开阔眼界的“成长课
堂”。这个暑假，北京历史探秘与乌兰察布本土研学成为“爆
款”，孩子们的收获让家长津津乐道。

“带孩子去北京参加故宫研学，真是选对了！”市民张凤提
到儿子的变化难掩笑意：“以前自己去就是走马观花拍拍照，
这次跟着导师听讲解、做拓片，回来天天讲‘太和殿屋脊小兽
的来头’，还把临摹的纹样贴在书桌前，对历史的兴趣一下子
被点燃了。”

乌兰察布本土研学则让家长感受到“家门口的成长课堂”的
魅力。“给孩子报了本地研学，先去科技馆探秘，再去草原滑草，
收获特别大！”市民李强翻出女儿的研学手册，前几页画满“黑科
技”——会跳舞的机器人、模拟雷电的静电球、用草原风力发电
原理设计的简易装置；后几页贴着滑草照片，配文“从草坡滑下
来时，风在耳边跑，像和草原赛跑，老师说这是空气阻力”。

孩子们在研学中不仅学到知识，更收获独立、自信与探索
精神，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发现美好。

用一场露营拥抱自然，实践中学会独立与责任

假期里，带娃在家门口公园露营成为不少家长的选择。
支起帐篷，便开启了一堂“自然成长课”——孩子要自己搭帐
篷、整理睡袋，学习辨别方向、观察天气，参与捡柴、递工具。
市民冯江说：“以前在家喊‘妈妈喂’的小家伙，现在会主动把
烤好的馒头递给长辈；平时连书包都懒得整理的孩子，能认真
把垃圾装进袋子。”

更珍贵的是，露营让孩子在熟悉土地上发现新鲜感。夜晚
躺在草地上数星星时，突然明白“家乡的星空原来这么亮”。家
长刘艳感慨：“上学时很少有时间户外活动，现在放假了尽量多
带他出来，这样的时光不仅丰富假期，更让孩子在与自然的互
动中学会独立、懂得责任，这是书桌前学不到的。”

从兴趣班的专注投入，到研学路上的探索发现，再到露营
地里的自然拥抱，这个夏天，孩子们以“花式”姿态诠释着成长
的多元可能。学与玩不再对立，而是相互滋养——知识在实
践中扎根，天性在自然中释放，每个孩子都在属于自己的暑假
故事里，收获着独一无二的风景与力量。

本报讯（记者 徐楠）近年来，随着科技
发展，电信诈骗手段不断升级，严重威胁群
众财产安全。尽管公安机关持续开展反诈
宣传，但市民仍需提升防范意识。7 月 16
日，记者从乌兰察布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获

悉，近期乌兰察布市多位市民因不同套路的
电信诈骗遭受损失。

居民何某在快手 App 聊天时结识一名自称
“投资分析师”的网友，在对方诱导下下载了某
App并注册账号。随后，“分析师”以演示“农产品
炒股”为由，向何某发送平台账号密码，并指导其
联系“超级管理员”转账两笔共计58900元。次日，

何某发现无法提现，“超级管理员”以账户未认证
为由，要求其缴纳3万元认领金并上传身份证信
息。何某意识到被骗后报警。民警提醒：“理财有
风险，投资需谨慎。市民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勿
轻信非正规渠道推荐的投资产品，切勿点击陌生
链接或下载非官方应用市场的App。”

喜爱炒股的陈先生接到陌生电话，被拉入
“炒股交流群”。群内“助教”每日推荐股票，其
他成员频繁发送盈利截图。观察后，陈先生发
现“助教”推荐的股票确实上涨，便下载对方提
供的 App 并充值。初期小额充值均成功提现，
陈先生逐渐信任该平台。随后，“助教”以“充

值成为会员”为由诱导其大额充值。两个月
后，“助教”称平台被监控，要求陈先生立即提
现，但需缴纳余额 10%作为保证金。陈先生转
账后，平台仍以“审核中”“需缴税款”为由拖
延，最终意识到被骗。民警指出：“正规交易平
台使用专用对公账户，若要求转账至个人账户
或名称不符的对公账户，极可能是虚假投资平
台。”

家庭主妇王女士看到“手工兼职”广告，声称
“添加微信即可免费领取材料包，日薪150—500
元”。她按要求下载App注册后，客服以“材料包
6—7天到货”为由，建议其在等待期间做任务赚

取奖励。初期任务为关注公众号，王女士很快获
得10元返利；随后参与“一元公益捐款”并绑定银
行卡。绑定后，任务变为“充值返利”，客服诱导
其不断提高预付金额，承诺“充值越多佣金越
高”。王女士累计充值17万余元后，客服以“账号
输入错误”“转账超期”等理由拒绝提现，她才察
觉被骗。民警强调：“任何声称网上做兼职能赚
钱、需垫付资金做任务、承诺返成本或返佣金的，
都是诈骗，切莫贪小便宜。”

乌兰察布市反诈中心民警呼吁市民，务必通
过正规渠道投资、兼职，遇陌生链接、转账要求时
多核实，守住“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 鲍娜 李梦娜）7 月
15 日晚，由乌兰察布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主办、市就业服务中心承办
的 2025 年“7·15 世界青年技能日”主
题宣传活动在集宁区中心广场圆满落
幕。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为核心主
题，通过多元形式展现技能人才培育
成果，为市民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传
承与就业指引的实践课堂，同时为全
市技能型社会建设注入新动能。

在蒙古族传统服饰展区，一件件色
彩明快、工艺精湛的服饰作品吸引了众
多市民驻足。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这
些服饰的刺绣纹样、镶边工艺均采用传
统手工技法，每一处细节都承载着非遗
技艺的匠心传承。”市民李玉枝试穿后
表示：“亲身体验后更能感受到民族服
饰的文化魅力，这样的传统技艺值得好
好传承。”

活动另一大亮点是设置于广场东侧
的技能岗位招聘专区。数控操作、电工、
家政服务等岗位信息通过展板清晰呈
现，求职者可现场对接企业需求。持有

电工证的张景宁在咨询后说：“想通过这
次活动了解企业的薪资福利，寻找更匹
配个人发展的平台。”应届毕业生吴梓新
则感慨：“之前对技术岗位了解较少，今
天发现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同样能实现
职业价值。”

据统计，2025 年以来，乌兰察布市
依托“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通过完
善政策体系、强化实训基地建设、深化校
企合作等举措，逐步构建起覆盖全职业
周期的终身技能培训体系。截至目前，
全市技能人才总量已达17万人，其中高
技能人才超5.5万人，为区域经济转型发
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

乌兰察布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
科科长贾战粮表示：“本次活动既是对
技能人才培养成果的集中展示，也进一
步激发了全民学技热情。下一步，将持
续推进‘岗位需求+技能培训+证书认
证+就业对接’四位一体培养模式，扩
大培训覆盖面，引导更多青年通过技能
实现人生价值，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夯实人才基础。”

□实习记者 候佳乐

近日，外卖平台间的激烈竞争从一
线城市蔓延至全国，乌兰察布市民的生

活与餐饮市场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随
着各平台密集推出优惠补贴活动，当地
点餐热度持续攀升。

打开手机外卖软件，各类优惠信息

清晰可见：美团膨胀券、淘宝闪购红包、
京东折扣等福利覆盖广泛。不少市民表
示，近期点外卖的频率明显提高。“以前
点顿外卖至少要二三十元，现在各种优
惠叠加后，10元出头就能吃得很好。”市
民刘晓雨笑道，“昨天我花了不到10元
钱就买到了平时20多元的汉堡套餐，连
明天的午饭都提前订好了。”

除了价格优势，外卖平台的选择也
更加丰富。过去本地特色美食可选范
围有限，如今从东北菜、川菜到本地莜
面窝窝、卓资熏鸡等小众风味一应俱
全，甚至不少一线城市连锁品牌也入驻
平台。“上周朋友来家里聚会，我通过平
台点了东北菜、川菜，还有本地的莜面
窝窝和卓资熏鸡，既满足了大家的口
味，还能点到不少一线城市的连锁品
牌。”市民刘女士分享道，她特别提到莜
面窝窝搭配羊肉汤的地道口感，让外地
朋友赞不绝口。

优惠活动不仅惠及消费者，也为商
家带来了订单增长。集宁区一家饮品店
经营者王女士透露：“最近线上订单比以
往明显增多，虽然单笔利润因平台补贴
有所减少，但订单量提升后，总体收入还

是增加了不少。而且通过这次活动，很
多新顾客认识了我们的店，希望活动结
束后他们能继续光顾。”为应对订单高
峰，不少商家临时增加人手、备足食材，
确保出餐效率。“这几天我家孩子都来店
里帮忙了，就盼着抓住这个机会多赚点
钱，把之前淡季的亏损补回来。”王女士
补充道。

外卖订单激增，最忙碌的当属外卖
骑手。骑手李峰表示：“这几天跑单量比
平时多了一倍有余，从早到晚都在路
上。不过有时订单过于集中，商家出餐
速度受影响，难免担心超时，希望顾客能
多些理解。”

记者手记：这场外卖“补贴战”不仅
带来了短期实惠，更悄然改变着当地的
生活节奏。上班族午休时能轻松点到价
格实惠的荞面饸饹，老街巷的老字号也
通过外卖走进年轻群体餐桌——这些细
微变化，正让“便民”从口号变为日常。
与此同时，商家为吸引客流不断提升服
务，骑手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市场在竞争
中孕育出更健康的生态。尽管商战热度
终会消退，但多元选择、服务升级与市场
活力，已悄然融入城市的烟火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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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品店顾客排队买饮料 实习记者 候佳乐 摄

城事城事

乌兰察布市举办“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活动
技能展示与岗位对接助力青年发展

●技能现场展示 本报记者 鲍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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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市民时刻保持警惕，捂紧“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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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在辖区宣传反诈知识 本报记者 徐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