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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勤时的“插曲”
他席地“疗心”开导哭泣少年

前天下午5点50分，在黄浦区
丽园路与鲁班路交叉路口，车辆的
鸣笛声与行人的脚步声交织成城
市的热闹景象。李佳梁和平日执
勤一样，全神贯注地指挥交通，有
条不紊地维护着道路秩序。此时，
一个小小的身影沿着人行道边哭
边走了过来，那颤抖的肩膀和委屈
的啜泣声，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

李佳梁回忆道，“当时我看
到少年很伤心，情绪激动，担心
少年这样在马路上走可能存在
安全隐患。当时路口处还有四

位 同 事
在执勤，
于 是 我 赶
紧忙完手头
的工作，去安抚
少年。”当时少年蹲在地
上，忍不住地哭泣。为了和少年
拉近心理距离，李佳梁和少年一
起坐在地上，与少年平视。

面对一直哭泣的少年，李佳
梁深知此刻少年需要的是理解
与陪伴，他没有展开说教，而是
让少年尽情释放情绪。随后，李
佳梁轻声询问少年：“发生什么
事了？为什么会一个人在外面
走？”原来，少年在读初中，近期

面临期末考试，压力较大情绪失
控。在老师通知家长到学校后，
回家途中与家长发生争执。家
长一时气急，说出了“再这样，我
就不要你了”之类的话，少年信
以为真，便攥着交通卡和钥匙夺
门而出。

了解事情经过后，李佳梁先
分享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搭建信
任的桥梁。“我小时候也和爸妈闹
过别扭，那种委屈的滋味我懂。”
随后，李佳梁分享舒缓情绪的方
法，比如用风景治愈、用散步舒缓
情绪和用美食慰藉。在你来我往
的问答中，少年主动说起了成绩
下滑、与同学摩擦等问题。李佳
梁温柔地拍了拍少年的肩膀，说
道，“爸爸妈妈一时心急也会说气

话，别往心里去，自身的问题也
要慢慢改正，成长本来就是

慢慢变好的旅程。”
鲜为人知的是，在

李佳梁开展“解压辅
导”的后半段，少年的
奶奶早已悄悄赶到。
看着孙子专注聆听民
警的话语，老人并没有

打断，而是默默地站在一
旁，欣慰的笑容里充满感

激。直到“心理辅导”结束，李
佳梁才知道原来这位老人正是
少年的奶奶。当李佳梁亲手将
少年交到奶奶手中时，这场充满
温情的“马路心理辅导”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警服下的温度
为城市增添一抹温暖色彩

此次被网友纷纷点赞的暖
心行动并非李佳梁从警生涯的
首次。五年来，他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初
心。每年高考期间，李佳梁都会
化身“护考使者”。今年高考，一
位家长因少年忘带考试手表，车
辆又被堵在路上而焦急万分。
身为高考考点机动岗位的李佳
梁得知后，驾驶摩托车，在考场
周边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单向通
行的复杂路况下，一路风驰电掣

“闪送”手表，为家长节省了15分
钟的宝贵时间，助力考生顺利应
考。有一年中考，李佳梁还曾紧
急护送可能无法按时赶到考场的
考生，他一边争分夺秒驾驶车辆，
一边耐心安抚考生的情绪，“别担
心，我一定会把你准时送到。”最
终，这名考生准时进入考场。

当问及身为交警，为何还提
供解压辅导时，李佳梁不假思索地
说道，“虽然交警的主要职责是执
法和维护道路秩序，但这次帮助少
年也在民警的职责范围内，因为我
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我相信，
无论是民警还是路人，看到少年一
个人在外面，都会关心询问。”

谈及这次在网络上意外走
红，李佳梁说，“身为青年民警，自
己在业务能力和群众沟通技巧上
有提升的空间，但我始终会保持
青年民警的热情，无论是维护道
路秩序，还是守护少年们的健康
安全成长，我都会全力以赴。”

青年民警李佳梁的故事，是
城市里无数暖心瞬间的缩影。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交警不仅
是执法者，也是守护城市里每一
个需要帮助的人。在闪烁的红
绿灯与川流不息的车辆背后，是
他们用爱与责任，为城市增添了
一抹温暖的色彩，也展现了上海
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画面。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临近傍
晚，梅雨季的微雨渐止，暑气退
却，在新江湾城文体公园的草坪
上，上百名市民跟随健身达人刘
畊宏的韵律，一起进行了一场

“快乐燃脂”健身派对。线上线
下万人同频，在动感节拍中释放
无限活力。这也拉开了为期 3
天的“橙柿派对·艺趣开FUN集”
的序幕。

从6月18日一直持续到6
月20日的这场“橙柿派对”是一
场跨界的市民盛宴。派对结合

“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以音乐
艺术、社会美育、自然疗愈与健
康生活方式为核心，构建“文
旅+”“美育+”“健康+”“体育+”
的多元体验场景，为都市青年量
身定制了一场沉浸式的轻度假
体验。

青年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活
动不仅有健身派对，还有音乐
会，以及各种文创市集，虽然整个
公园草坪面积不算很大，但分成
很多区域，各自都有看点，有的好
逛。这是一个青年人的天堂，参
与者8成以上都是30岁以下的
青年人。

一堂坐在“上街沿”的心理辅导课
上海90后交警路边安抚哭泣男孩暖遍网络

昨日，在社交媒体
上，一名博主在上海拍
摄的“少年不哭，警察哥
哥坐在地上提供解压辅
导”的暖心视频赢得了
网友的纷纷点赞和评
论。视频中，身着藏蓝
色警服的民警陪着少年
坐在“上街沿”上，耐心
地安抚和引导哭泣的少
年。这些细微的举动，
都在无声中传递着关
怀，也展现着上海这座
城市的温度。网友评论
道，“真暖心。”“这就是
我一直爱的城市，上海
真是一座充满人情味和
烟火气的城市。”

人们纷纷好奇，视
频中被路人拍摄又被网
友点赞的青年民警究竟
是谁？和少年做解压辅
导的时候聊了些什么？
昨天，青年报记者找到
了这位民警，他是黄浦
公安分局交管支队一大
队的90后民警李佳梁。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打造文旅商体展
融合新场景

“橙柿派对”开启
跨界市民盛宴

民警李佳梁陪着少年坐在马路牙子上，
耐心地安抚和引导哭泣的少年。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如果你热爱文字、
关注社会、敢于表达，一个施展
才华、记录时代的舞台正向你开
放。即日起至6月30日，青年报
学生记者团正式启动新一届成
员招募，面向全市小学三年级至
高中二年级（含中职校）以及高
校（含专科、本科）全日制在校学
生广纳英才。

青年报社拥有深厚的历史
积淀。《青年报》创刊于1949年6
月10日，是新中国第一张公开
出版的青年报纸，由共青团上海
市委主管主办。经过多年发展，
已构建起以“青春上海News”即
时新闻平台、“青春上海”新媒体
矩阵及《青年报》纸媒为核心的
全媒体传播格局，截至2024年
年底新媒体覆盖用户超 1250
万。报社旗下的上海市中学生
记者团（1985年创立）是核心校
园实践平台，长期致力于为青年
学生提供专业实践平台。

招募公告显示，成功入选学
记团的学生记者将获得宝贵的
一线实践机会：

深入重大活动：有机会在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书展、上
海国际电影节、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等高规格活动现场进行报
道，接触行业前沿。

接受专业指导：由报社资深
记者、编辑担任导师，全程参与
选题策划、采访执行、内容写作、
编辑修改等新闻生产全流程。
优秀作品将有机会在《青年报》
《学生导报》《东方少年》及青春
上海新媒体平台署名发表。

系统技能培养：通过实践掌
握新闻采写、摄影摄像、新媒体
运营及沟通采访等核心技能。

参与红色寻访：加入“光荣
之城 青年行”上海青年学生记

者团专项活动，深入城市肌理。
积累实践履历：参与学生将

获得实践证明（表现优异者），为
未来发展增添有力背书。

招募要求中明确，申请人
需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敏锐
的社会观察能力、基础图文/视
频拍摄编辑技能（有校园媒体
或自媒体经验者优先），并拥有
强烈的责任心和勇于实践的学
习态度。

报名者需在6月30日截止
日期前，扫描指定二维码获取并
填写报名表，同时提交一段20

秒的自我介绍视频（MP4格式，≤
20MB）及一篇600字以内个人作
品（体裁包括作文、新闻稿、人物
访谈、评论或新媒体文案等）。
青年报社将组织导师团队对申
请材料进行审核，优秀候选人将
于7月11日前通过邮件收到入
选通知。

青年报社表示，期待热爱新
闻、勇于探索的青年学子加入学
记团，共同“用文字记录时代，用
青春回应社会”，在主流媒体的
专业平台上，将自己的“看见”转
化为有价值的社会“影响”。

青年报·青春上海学生记者团开启招募！

加入我们，记录青春，发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