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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

策划

【万里无忧】

emo了怎么办？
来全市首个沉浸式心理科普体验空间找找答案
烦恼是怎么来的、人为什

么会害怕、什么是自我意识
……这些常见的问题，其实都
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心理。
但大部分人都无法说清心理活
动或问题是怎么来的。如何把
专业的心理学知识转化成普通
大众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
科普知识？普陀区万里街道在
深化“万里无忧”心理健康品
牌建设中，与华东师范大学心
理学院合作共建，打造了全市
首个沉浸式心理科普展馆———
“万里无忧”体验空间。

释放情绪压力的专属空间
走进 500 平方米的体验空

间，暖色调布置让人放松心绪。
正对大门的迎门墙上别出心裁
地设计了裸眼 3D显示屏，让人
在视觉上感受了一场脑运动。
“你看这就是像一个立体

的人脑，里面显示的粒子动画
就像是人脑的脑波活动，美丽
而让人捉摸不透。”万里无忧体
验空间设计师林勇向记者解
释，人类的大脑就像一个宇宙，
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却
有着无限的想象力，而心理活
动就是大脑活动的一种表现。
“万里无忧”体验空间分

为科普展厅、心语空间工作室、
解纷中心、华普人才站点、“心
灵”花园五大功能区。参观者可
以在入口处特设的无忧咖啡馆
里，喝上一杯香醇的咖啡，聊聊

心事，沟通情感，释放压力。这里
将内嵌万里无忧解纷中心，成为
社区解忧与解纷的全新尝试。

喝完咖啡，走进开放式的
展厅，一场奇特的心理疗愈之
旅就开始了。整个展厅共分“走
进精神世界”“情绪、压力和应
对”“和谐社会的心理基础”三
大主题，在科普心理基础知识
的同时，让观展者在体验中释
放情绪压力。

与以往文字图片展览不同
的是，设计团队将华东师范大
学心理学院团队的相关心理学
研究成果，转化为通俗易懂的
文字、形象的图片以及可以直
观体验的互动装置。比如墙上
的八个圆镜，就像哈哈镜，参观
者走过可以看到镜子中不同的

自己。“镜子里的‘自己’时而
扭曲、时而扁平、时而又如常，
映射出的是我们的心理。”林勇
还指导记者用手去戳其中唯一
的一面软镜，看着自己从“正
常”到“扭曲”，记者也感受到
心境的变化。

整个展区共设计 30 处体
验装置，每个小知识点都有
一个体验游戏，让参观者更
好理解文字内容。“当我们感
到失望，愤怒，伤心……可以
学着探索情绪背后的深层次
原因，学着去审视自己的认知
是否有所偏差，承认自己每一
种情绪的存在，然后坦然地接
纳他们。”林勇表示，了解心
理学可以增进人们的认知，对
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更有把控

感。但对很多人来说，心理学
还是比较神秘陌生的。科普心
理学，就要让接触它的人感到
有趣，通过体验式、沉浸式的
参观，把理论认知转化为感
性的认知，让不同的受众都
能学到知识。

展区内还规划了中央公共
活动区，未来这里可以承办各
类讲座、科普课堂、参观者交流
学习的区域。在临展区域，已经
上新了“心理学与生活”科普
展。林勇告诉记者，展区内的展
板都设计成了可拆卸、移动的
展板，方便日后进行巡展。

“解铃人”上岗解民忧
“万里无忧体验科普馆作

为赋能‘心防工程’的实体空

间，也是以‘心理防护’为主题
的教育基地。”万里街道社区平
安办主任顾庆海告诉记者，街
道持续推进“心防工程”建设，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要真正
实现“全民心防”，还要从“抓
源头、治未病”下手。为此，万里
街道不断挖潜社、企、校资源，
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签约
共建，启动建设“万里无忧”体
验空间，打造全市首个集聚科
普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
干预处置、队伍实训等一体的
实体化“心防”阵地。“在这里，
我们不仅可以让居民了解心理
学科，科普相关知识，还能作为
学校教育的延伸。”

后续，万里街道还将与华
师大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专家
进一步开展合作，通过交流座
谈、心理疏导、释疑解惑和智能
设备，将抽象的、不易理解的心
理学科知识和心理疏导技术，
用具体的、可感的方式呈现给
居民，让居民的矛盾和问题在
安心、轻松的环境中有效化解。

此外，为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人民
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第
一道防线”作用，有效维护社区
和谐稳定，近日，万里街道在
“普陀区———华东师大心理学
科普馆”举办人民调解员聘用
仪式，为中环家园和万里名轩
居民区人民调解员代表颁发聘
用证书。

新闻
多一点 “心防工程”是什么？
“心防工程”是万里街道

在不断探索大型居住社区和创
新社会治理道路上，聚焦“防源
头、治未病”，于 2020 年率先
把心理学引入矛盾化解工作，
探索出的一条以“解忧解纷”
工作法筑就社会风险自我防范
机制的基层治理“新路子”。平
台以“解心结、顺心气、促团
结”为抓手，有效排查、识别可
能引发风险的特殊人群，并从
心理疏导、心理矫治入手提前
干预，实现“治身和治心相统
一”。

“心防工程”·启航
万里街道是上海市政府规

划新建的跨世纪大型示范居住
区，也是上海最年轻的街道之
一。居民类型不仅有原住民，也
有大量新上海人，包括网络主
播、快递小哥等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呈现出人口类型多、需求
多元化的新特点。街道党工委
和相关科室在调研分析和具体
实践后发现，多元矛盾虽然复
杂多样，但在矛盾调处中融入
“心防”元素，“解忧”与“解
纷”同向发力，能够达到事半功

倍的成效。

“心防工程”·成长
自 2020 年 6 月以来，“心

防工程”从最开始的项目雏形，
到如今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并
逐渐在街头巷尾广为人知，主
要依靠的是一支强有力的队
伍、一张不断织密的网络和一
批特色服务阵地。

作为万里街道的一大特色
品牌———“万里无忧·心理健康
互助大联盟”（以下简称“大联
盟”）由 9个职能部门、3个专
业中心、8家自治组织和 5家社
会力量组建而成，坚持每月召
开“心防”例会，以“专业（心
理老师和精卫中心工作人员）、
兼职（学校老师）、志愿（第二

梯队和楼组长）”三支队伍为
主力，对辖区重点人群、重点区
域定期分析、研判、调处和化
解，并形成阶段性、季节性、特
殊性工作总结。同时，针对辖区
不同人群，开展心理科普讲座
和心理赋能等相关活动，不断
提高居民心理防御能力和水
平，打通心理服务的“最后一
米”。截至目前，街道依托“心
防”服务骨干队伍，共计举办心
理宣传活动 120余场。

“心防”网络不断延伸
万里街道立足“大数据 +

铁脚板”，不断织密街道、片区、
居民区、家庭四级服务网络。线
下将 “心防工程” 与 “走四
百”、平安志愿服务等工作紧密

结合，对矛盾问题做到及时发
现、跟进并进行前端干预；线上
依托“一网统管综治平台”，归
集信访、110 警情、12345 热线
等多渠道数据信息，有效排查、
发现需重点关注对象。同时，依
托“大联盟”协同机制，精准派
单、责任到人、跟踪督办，全方
位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心
防“四位一体”治安防控网，形
成全民自觉预防、主动调解的
基层“心防”共治网络。

“心防”阵地不断融合
万里街道注重人文环境的

营造，一方面积极打造立体化
“心防”建设，在辖区 15 个居
委设立“解忧站点”，在 3 大片
区成立“解忧驿站”，并相继推

出“心语空间工作室”、业委会
工作协会等特色项目。同时，与
华东师范大学合作，积极打造
全市首家“心防”知识普及与
体验互动相结合、“心防”技能
培训与心理咨询需求相结合的
全民“心防”科普馆；另一方
面，持续推进“心防”体系与
“靠谱解纷中心”深度融合，用
好“大联盟”阵地，分类分级巧
解社会反响强烈的民生类矛盾
纠纷。权益型矛盾由“靠谱解纷
中心”介入、心理型矛盾由“心
防工程”平台介入，复合型矛盾
采取“共同会诊”的方式，实现
“解纷”先“解忧”“治人”先
“治心”。

经过 3 年多的努力，万里
街道“心防工程”特色品牌连
续 2年以优秀案例参加普陀区
市域治理论坛并交流发言。

社区矛盾发生总数 较
2020 年同比下降 52%，重复信
访率同比下降 57%，“民转刑”
“民转访”案件逐年下降，矛盾
一次性化解率上升 40%，群众
安全感和满意度逐年上升，“解
忧 + 解纷”的创新模式在基层
治理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