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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 2020 年 10 月的一天，

一声凄厉的尖叫声划破了松江新城家园

小区宁静的清晨， 正在值班的小区保安

张海龙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

当时， 张海龙正在距离事发地几米

开外的保安岗亭， 循着声音传来的方

向， 张海龙赶紧跑了过去， “跑到近处

我就看到， 一个手持水果刀的中年男子

把一个女的压在了地上。”

几乎没有一丝犹豫， 张海龙第一时

间上前紧扣住持刀男子的手腕将刀夺

下，后与群众一同报警。“说句心里话，总

归是怕的， 但不能退缩啊， 作为一名保

安， 我这身制服是为了保障住户的人身

安全，维护一方平安。 ”对于自己见义勇

为的行为，张海龙给出了最朴实的回应。

事后得知， 持刀男子是受害人的前

夫，因意图与前妻复婚，与受害女子发生

了激烈争吵， 并最终走上了持刀威胁的

极端。也正是张海龙的挺身而出，才避免

了更大悲剧的发生。

如今， 古稀之年的张海龙已经从保

安岗上退了下来， 但近 10 年保安生

涯， 让张海龙对社区安全隐患如数家

珍， 这本安全账全刻在他脑子里， 岁

月染白了他的鬓角， 却从未改变那颗

守护的心。 张海龙被评为 2021 年度上

海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2024 年， 他

又获评第八届上海市平安英雄。

张海龙告诉记者，对他个人来说，小

区就是他的家， 要让小区变好需要每一

个人的努力，而他，愿意做这样一个热心

肠的平安志愿者， 在他看来，“大家共同

关心小区事务，才能把小区管理好。”

挺身阻止持刀伤人

小区保安甘当“平安守门员”

在徐汇区漕河泾街道人民调解委员

会任专职调解员的黄红梅的办公桌旁，

小小的窗台上被各类专业书籍塞得满满

当当， 其中有一本被翻旧的 《民法典》

手册尤为显眼， 翻开内页， 里面到处都

是黄红梅用红色圆珠笔反复圈点过的痕

迹。 “调解一件案子， 走出去我们就要

经得起考验。” 这是黄红梅时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 也是她用实践反复验证的

一句话。

前几年， 光大会展中心发生一起参

展商集体拉横幅堵塞交通的事件， 起因

是 20 多位参展商户因为对展览举办方

的活动不满， 要求退还展费未遂。

面对情绪激动的商户， 黄红梅第一

时间对他们进行了安抚。 她一边从法律

层面为大家解释堵塞交通的行为不可

取， 甚至违法。 另一边联系展览举办

方， 根据参展户提供的证据要求举办方

履行约定， 退款遵循“有约从约， 无约

协商” 的原则。

从法、 情、 理三个角度出发， 经过

2 天的调解， 最终所有商户都成功拿到

了相应退费， 一起群体性纠纷也得以避

免。

像这样的案例在黄红梅从事专职调

解员的 18 年里不胜枚举， 截至目前，

黄红梅共成功调解各类纠纷 2350 余起，

其中既有像光大会展中心这样的群体性

矛盾， 也有类似外来务工人员猝死等个

体纠纷， 她秉持着以“耐心疏导以情感

人， 真心调解以理服人” 的宗旨， 运用

“五心” 调解法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疑难

纠纷， 充分发挥“枫桥经验”， 坚持让

矛盾不出街道， 就地解决， 为区域法治

建设和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一名退休人员到而今成为一名全

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黄红梅自嘲，

爱管“闲” 事的性格是成为调解员的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做这些事， 不为

别的，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别人， 帮助别

人我就很开心。” 在矛盾化解的第一线，

“黄阿姨” 用自己的力量， 守护着社区

的平安稳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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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管“闲”事的他们，都是“平安英雄”
心理健康“守护者”、小区平安“守门员”……听这些人讲述平安上海背后的故事

□ 记者 季张颖

一通心理咨询的来电牵出一个意欲轻生的青年， 她用自己的专业让迷途的心灵“被看见”； 一起持刀伤人案件的现场，

他从距离 4 米开外的保安岗亭奔走而去， 第一时间制止了更大悲剧的发生； 一个个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 她以心换心， 甘

当“社会黏合剂”， 守护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上海， 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是心理咨询师、 是小区保安、 是人民调解员， 他们都是一个个普通的个体， 却在自己平凡

的岗位上为上海法治建设持续护航。

近日，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上海市“平

安英雄” 开展集中宣传， 记者走进这些“平安英雄”， 听他们讲述建设平安上海、 法治上海的凡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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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浦东新区海阳路上南路路口，

有一家“正能咖啡” 的店铺， 与城市

街角里其他咖啡店有所不同———在这

家“正能咖啡” 内部辟出的一隅空间

里， 消暑降温的绿豆汤、 持续供应的

热茶水、 以及备用的医疗用品等在这

儿一应俱全， 外卖骑手、 快递小哥在

跑单之余， 随时都可以进来短暂歇

脚。

而这， 正是上海迎智正能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王妍带领

团队建设的“红色加油站” 阵地。

“我们公司所在的三林镇是快递

重镇， 这两年， 新的业态催生了新的

需求， 像快递小哥、 网约车司机等新

就业群体越来越多， 他们奔波在城市

里， 有时候连喝口水、 上个厕所都找

不到地方。” 王妍告诉记者， “红色

加油站” 作为一个关爱新就业群体的

红色阵地， 正是希望可以给他们带去

一丝温暖。

而除了搭建这样一个实体的服务

空间， 王妍和团队还在发挥专业所

长， 关注着各类群体的心理健康。

2019 年起， 王妍带领团队开通公益心

理热线， 专注心理咨询已超 2000 小

时； 2024 年， 她个人累计接听免费心

理热线 357 人次， 团队累计接听超

3500 通热线。

一天夜里， 王妍接到一通咨询来

电，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哽咽的声音，

“打电话的是一名快递小哥， 他和我

说‘不想活了’。” 王妍回忆， 电话里这

名快递小哥告诉她， 那天他奔波了十几

个小时， 到晚上电动车突然被偷了， 刚

好那时候他手里还有没送完的单子，

“再加上那会儿房东正好在向他催缴拖欠

了 3 个月的房租， 所有客户投诉、 提成

考核等工作的压力累加在一会儿， 让他

在那一瞬间崩溃了。”

王妍一边稳住对方情绪，一边马上联

系警方做后续保障，这通电话足足打了两

个小时，王妍最终用爱与温暖挽救了这名

意图轻生的青年，“后续我们又多次对他

进行了回访跟进，帮助这位小哥重拾起对

生活的信心。 ”王妍告诉记者。

深耕心理行业十余年， 从一名精神

内科的医生， 到投身心理健康产业， 从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再到推动行业

发展、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服

务需求， 王妍一直奔走在守护国民心理

健康的路上， 她带领团队攻坚数字化心

理服务， 创新数字化心理服务模式， 率

先探索将“无感式情绪识别系统” “一

生一档案管理系统” 等数字化心理应用

于社会治理、 行业安全等领域。

面对良莠不齐的心理服务市场， 王

妍还带领团队推进上海市社区心理服务

规范团体标准建设工作， 发布了全国首

个《社区心理服务规范》 团体标准。

“我希望通过我的专业服务守护更

多人的心理健康， 也在平安建设中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 这是王妍的选择， 也是

她的初心。

"
为迷途者“点灯”

做“国民心理健康守护者”

成功调处各类纠纷2350余起 做爱管闲事的“黄阿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