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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感受，用爱搭桥

她为一群“无声的人”筑起温暖屏障

在寂静的深渊里，没
有声带的震颤，却迸发出
灼穿暗夜的星芒。

两年前那个晨雾氤氲
的夏日，一桩蛰伏于“无
声世界”的电诈骗局，让
持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
女警官姜雯，意外地“听
见”了听力及言语障碍人
士失语的“剧痛”。

纸上写下的省略号背
后的真相，实则是未被破
译的心灵密码。自此，她
携志愿者开启了“无声”
的守护行动——用手语及
纸笔叩击“失语者”的心
门，在指尖翻飞中为他们
筑起一道道反诈防线，守
护他们好不容易攒下的那
份家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姜
雯又意识到“心灵破冰”
的重要性。她努力编织出
一张心理咨询援助志愿
网，并且将其多维运用。

从“指尖反诈”到
“心语解码”，从“无声守
护”到“守护无声”，姜
雯的这场始于星光的跋
涉，终将汇聚成照亮心灵
孤岛的火炬。

2024 年 6 月 27 日，第二届全国反
诈短视频大赛结果揭晓：鄞州公安分局
创作的 《无声反诈联盟》 获评大赛最高
奖项——“精品短视频”。这是我省唯
一获得该奖项的作品。

这部获奖短视频最大的特点就是真
人、真事、真情。

视频中的主人公姜雯是位女性，一
名退役军人。军旅生涯不仅锻造了她钢
铁般的意志，还有她对人心灵的敏锐洞
察力——在军营里，姜雯自学并考取了
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正是她的专业能
力，最终为一群“无声的人”筑起了一
道温暖守护屏障。

2018 年底，姜雯转业至鄞州公安
分局，后任钟公庙派出所社区民警。因
为工作成绩突出，她获评 2021 年度和
2023 年度“优秀社区民警”荣誉称号。

守护“无声群体”，源于 2023 年 8

月的一起案件。一天，姜雯所在的警组
接到反诈劝阻指令：一名听力及言语障
碍男子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因沟通存在
较大障碍，劝阻工作十分艰难，只能通
过笔谈进行。

“劝阻成功后，同事让我给情绪不
稳定的他进行心理疏导。也就是在那
天，我得知原来像他这样被骗、却因不
能发声而蒙受损失的人还有不少。”姜雯
说，她随后查询新闻报道，发现同期多地
出现类似“有苦难言”的警情，这让她意
识到这或许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

通过进一步了解，她发现这个特殊
群体中，年轻人有较强的社交需求。他
们追逐阳光，希望获得更多认同，但发现
被骗后，更容易情绪崩溃：因为在他们眼
中，以前别人给他们关爱，现在轮到他们
付出爱时，最终得到的却是谎言。

“靠声音传递的沟通‘桥梁’已断裂，

传统的反诈宣教模式很难影响他们。如
果再碰到防范意识淡薄，他们就很容易
成为骗子案板上的‘鱼肉’。”姜雯说，当
时她就决定，要帮助这个特殊群体。

很快，一场关于“无声者守护”的
战役悄然打响。

2023 年 9 月，钟公庙派出所联合当
地街道、鄞州区残联、鄞州特殊教育中心
及其他公益组织，组建了“无声反诈联
盟”志愿者团队，并启动一场大走访。

走 访 初 期 ， 工 作 开 展 得 并 不 顺
利。志愿者上门探访调查时遇到的不
仅 有 铁 锁 ， 还 有 长 年 累 月 筑 起 的 心
墙。“闭门羹”吃多后，姜雯等人也有
了应对经验——找当事人的家属帮忙。

家属陪同下的见面，让那个冰封的
世界裂开缝隙。接着，手语老师“加
持”打开封闭的心灵；深入的“笔谈”
加强细节沟通；事后加微信好友，有问

必答，加深互信。
2024 年 8 月 31 日，鄞州新城派出所

的接警大厅里，笔尖在纸页上摩擦的“沙
沙”声替代了寻常问答。然而，这起涉听
力及言语障碍人士的警情还是让沟通陷入
僵局。当这封无声的“求援信”辗转抵达
姜雯手中，她立即化身“心语摆渡人”，
请来专业人士，帮双方架起沟通桥梁，成
功化解案件办理危机。

前不久，一名在外地从事物流工作的
听障人士给她发来微信，咨询反诈事宜。得
到解答后的他颇有感触地告诉姜雯：“我们
的世界已经很小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坏的
人，总想着来骗我们。还好，之前和你们聊
过，还能找你帮忙⋯⋯”

当爱心和善意穿过声音的屏障，星光
便有了形状。在姜雯的不断努力下，与她
联络的微信号不断增加，联系频率也高了
起来。

一起案件，让一个群体得到“专属守护”

作为一名社区民警，姜雯平日的工
作就是走街串巷，排查安全隐患、解决矛
盾纠纷。她发现不仅“无声者”需要这方
面的援助，老百姓之间的很多矛盾纠纷
甚至“疑难杂症”，也需要这股力量来“调
和”。

在她的不断实践中，“无声者”的定
义正不断延伸：从生理障碍群体（即听力
及言语障碍人士），扩展到主动关闭心门
的人（自我心理封闭群体）。

“无声守护”也正在向“守护无声”转

变：从单纯服务听力及言语障碍人士，扩
大到帮助有沟通“壁垒”被困于心灵孤岛
的群体。

2024 年 10 月，有一对夫妻因生活琐
事，导致矛盾不断积累。爆发后，双方激
烈争吵，闹到了派出所，最后谁也不理
谁，成了另一类的“无声者”。

懂心理学的姜雯出面“降火”。她与夫
妻两人分别交流，并找出两人之间的共同
点——希望孩子好。她耐心地倾听双方抱
怨，一点一点地拉近彼此感情的距离。之

后她又引导双方回忆年轻时互相扶持的
细节，缓和对立情绪。最终，她让夫妻俩制
定“公约”——遇到争执先冷静。

接下来的几个月，姜雯 5 次上门回
访，采用“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分别沟
通，寻找矛盾突破口。今年初，报警人主
动致电姜雯：“现在我们拌嘴少了，但就
怕哪天又犯倔，请你们民警同志继续当
我们的‘情感大师’。”

但姜雯比谁都清楚，一个好汉三个
帮，光靠一个人发出的光热是抵不过整

个寒冬的。
“整个团队中精通心理疏导的人并不

多。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在与各个心
理咨询志愿者团队沟通对接，争取让更多

‘心灵破冰’力量加盟。”姜雯说。
通过不懈努力，“无声反诈联盟”阵营

扩大，已由最初的寥寥几人，发展到如今的
60 余名成员。日常工作除了常规的反诈守
护，还组织开展特殊讲座，拍摄手语反诈宣
传视频，并且为辖区 60 余名特殊人士制定

“无声提醒套餐”⋯⋯

记
者
手
记

采访姜雯警官的那天正是
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节气，惊
蛰是万物复苏的日子。

我们常说“春雷响，万物
生”，但其实唤醒万物的并不
是那阵阵春雷，而是日渐升高
的气温。有时候，无声的温暖
比有声的雷霆更有力量。

姜雯警官给了我同样的感
觉，她并不高大，并不符合大
众对女警察“雷厉风行、英姿
飒爽”的脸谱化认知。但她是
温柔的，这份温柔有着千钧之
力，这是她的武器。从无声的

“指尖反诈”到润物无声的
“心灵护航”，她用这份力量展
现了新时代女警察的样子。

真情沟通，让“无声守护”转向“守护无声”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郑蒙永 袁恩侃 王诗怡

（本文图片由鄞州公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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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语解码，助“无声者”走出心灵阴霾

在姜雯等人的努力下，守护“无声
者”的意义也不断升华——

“近年来，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心理出
现问题的‘无声’人越来越多，他们同样
需要外界的守护和帮助。”姜雯说，目前
她和她的团队工作模式已从单一帮扶拓
展到多维干预。

“我们一家子真的要万分感谢姜警
官。如果不是她及时介入并帮忙请来专
家进行心理疏导，我家的孩子就完了。”
家住欢乐海岸社区的王先生（化姓）一
家，是姜雯“心语解码”的受益者。

原来，王先生正在读高二的儿子曾
是一名“学霸”，可惜在一次竞赛中“马失

前蹄”，于是郁郁寡欢。之后，孩子又参加
了更高级别的培训，见到更强的对手，心
态崩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姜雯获悉此事。她
上门给孩子父母做心理疏导，要求他们
先给孩子减压。之后，她得知孩子向往学
医，就请来派出所副所长余荣军助阵。

“他最感兴趣的学科是化学，余副所长是学
法医出身，刚好触及了他的兴趣点，因此让
他减少了一点抗拒心理。”姜雯说，“大咖”
助阵果然不同凡响，几轮心理疏导后孩子
情况有所好转，逐步走出“失败”阴影，如今
更是开始自学心理学了。

这种“心语解码”的力量，不仅化解着
家庭危机，更重塑着亲子关系的纽带。

一对夫妻因教育理念冲突陷入僵局。
男人近乎苛刻的管教方式让妻子濒临崩
溃，女儿也出现严重心理问题。姜雯首次接
警时，目睹了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孩
子与她满眼绝望的母亲。

有一天她还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紧急求
助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姜警官，我活不下
去了⋯⋯”

已下班的姜雯赶回所里并紧急出警，
说动正在火头上的父亲下楼私聊。两人顶
着寒风，在小区里转了 2 个多小时，说了很
多很多⋯⋯

“后来回访，孩子爸爸和我说了真心话：
这么冷的天，你带着我在院子里走，我知道是
为我好。我这人脾气暴躁，发火想动手时，就
想到你当时说的话。每一句都说到我心坎里
了，我知道我错了，不应该这样的。”姜雯说，
她也是一名母亲，看到孩子爸爸能有这样的
良性转变，看到孩子能从阴影中走出来，这个
家庭重新找回幸福，觉得做这些都值了。

叙述至此，姜雯话音微颤，泛红的眼眶
映着调解室的灯光。接过同事递来的纸巾，
轻拭眼角后，她继续讲述身边的故事。

经手过多起紧急求助案例，姜雯更加
懂得了“心语解码”的重要性，也感受到了
助“无声者”走出心灵阴霾的喜悦。洪朕禹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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