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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命有尊严地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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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公职
85后女孩有颗公益心

毛迪是一个时尚活泼的 85 后女孩，也是
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很难将她与她所从事
的事业联系到一起。如何想到从事临终关怀
公益事业？毛迪说，一直以来，自己就比较理
想主义，想有一份自己真心热爱的事业，并能
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到他人。大学学的是新
闻专业，毕业后考上了一家市属事业单位，虽
然在外人看来这份工作已经很不错，但她仍觉
得那不是自己要想的。2016年，毛迪毅然选择
了辞职，来到一家新成立不久的社会组织工
作，在这里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地。

毛迪告诉记者，刚开始他们并没有想到要
做临终关怀项目，只是想做关于养老方面的慈
善公益项目。后来，通过走访和调研后发现，
做养老公益项目的社会组织有很多，可涉足于
临终关怀的却寥寥无几，而这方面恰恰是当前
最缺乏和最需要的。

毛迪和她的小伙伴决定将临终关怀作为
他们的主推项目。他们带着项目策划书奔波于
成都的各大医院，向医院肿瘤科和老年慢性病
科的医护人员推广他们的项目。

招募义工 网上发帖组建关怀团队

随着老龄化社会快速来临，临终

关怀已成为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增

长迅速的新需求。临终关怀，指的是

对没有治愈希望的患者进行积极又全

面的医学人文照顾，它需要控制疼痛

及其他症状、解决心理和精神问题，以

提高患者生活品质。目前，受传统生

死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临终关怀还

处于起步状态，从事临终关怀的社工

非常稀缺。然而，在青羊区，就有一家

名为“微华西”的社会组织成立了临终

关怀社工之家，通过网络招聘义工，从

事临终关怀公益服务。

一点期待
推进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

如今，从事了一年多的临终关
怀志愿服务，也让毛迪对这个行业
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一个家庭突
然遭遇亲人身患绝症的变故，病人
和病人家属的情绪是难以排解的，
思考也是很难理智的。临终关怀人
员作为一个冷静的、中立的、没有利
益冲突的第三方，需要在病人和家
属之间、家庭和医疗机构之间搭起
良性沟通的桥梁，这是一个长期的、
一对一的过程。”毛迪说，这样的工
作性质也决定了临终关怀工作人员
必须具备相关的的专业技能和高度
的责任感，仅仅利用业余时间服务
的普通志愿者从精力、技能和时间
几个维度的考虑上都是无法胜任
的，所以临终关怀工作人员只能社
工化、职业化，服务也必须有可持续
的长效机制和体系。目前社工专业
人才无论从高校培养还是职业化考
试两个渠道的输出数量和质量来
看，暂时都还无法支撑临终关怀社
工这一块的发展。

“就我们走访的一些三甲公立
医院的肿瘤科情况来看，大部分医
护人员对临终关怀这个概念尚不
清楚，有的甚至从没听说过。临终
关怀涉及心理护理、疼痛控制和死
亡教育，每一个方面的落实和发展
都必然离不开与医疗机构的衔
接。如果医疗机构内部的认知尚
如此匮乏，对病人、对家属、对大众
认知的推广可能会更加困难。”

毛迪说，虽然认识到了临终关
怀事业的困难，但是自己并不打算
放弃。接下来，她和小伙伴们还要
不断提升自己，加强专业培训和学
习，让自己的服务更加专业。同时
也希望全社会对临终关怀事业的
认识逐步加深，能够整合更多的社
区资源参与其中，通过自己的努
力，推进临终关怀公益事业的发
展。 华西社区报记者 董峰

困难重重 仅有一腔热诚远远不够

2016 年 5 月，毛迪
和她的小伙伴们利用
互联网，在相关网站、
qq 群、微信群上发贴，
招募临终关怀义工。

“我们当时很担心招不
到义工，因为毕竟是临
终关怀服务，担心很多
人不太愿意。”可让毛
迪意外是，招募贴发出
后不久，便有不少义工
报名参加。

在经过严格考核筛
选后，首批招募了20余
名义工，其中大部分都
是年轻人。虽然这些义
工都有过参加过各种公
益活动的经历，但几乎
没有人参与过临终关怀
服务。基于这样的原

因，毛迪还专门邀请了
相关专家为义工们上
课，培训有关知识。

2016 年 6 月 25 日，
毛迪和她“微华西”的
义工同事们，带着为患
病老人精心准备的小
礼物，来到了成都市慢
性病医院，开展了他们
的 首 次 临 终 关 怀 活
动。在医院临终关怀
科病区，医院护士为义
工们介绍了病区老人
的情况。“有的老人行
动不便，但意识清醒，
精神状态也不错，生活
可部分自理。有的老
人则已经完全失去意
识，陷入了昏迷中。”

在了解了老人的情

况后，义工们开始了与
老人们的一对一交流。

“我们主要是给病人和
病人家属提供心理疏导
服务，让病人能在生命
最后的日子里过得开
心，也让家属能逐渐学
会接受死亡。”毛迪说，
在服务对象里，让她印
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在医
院里住了 10 多年的阿
姨。“阿姨由于长时间住
在医院里，所以很内向、
孤僻，情绪也很低落，我
们每次去看她的时候她
都非常高兴，我们常常
给她读书读报，讲成都
的变化，她非常喜欢听，
性格也逐渐开朗了很
多。”

毛迪和义工们抱着
一腔热诚，希望通过提供
的服务，对病人和家属有
所帮助。但开展临终关
怀服务，所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还是远远超出了他
们的想象。“中国人的固
有的生死观就是忌讳谈
论死亡，所以很多病患家
属刚一听说‘临终关怀’
四个字，就直接拒绝了我
们，根本不会听我们解
释。”毛迪带着义工们跑
了几家医院，只有极少数
的病人和家属表示愿意
接受他们的服务。

“刚开始真地不晓
得怎么和病人聊天，说

话很小心翼翼，害怕自
己说出的话病人无法
接受，自己也无法走近
病人的内心世界。”在
开展了多次服务后，和
病人及病人家属慢慢
熟悉后，这样的情况才
逐渐有所好转。

项目推进几个月
后，眼看就要步入正
轨，可新的问题又接踵
而至，一年时间内，他
们总共招募了几批义
工，可能坚持下来的凤
毛麟角。大多数义工
由于种种原因都纷纷
退出。然而，临终服务
项目和其他志愿服务

不同，需要义工长期一
对一提供服务，中途更
换义工，病人很难适
应，不能达到期望的服
务效果。这让毛迪意
识到，开展临终关怀公
益服务，光有一腔热诚
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
培育专职的社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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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华西”的义工开展临终关怀服务。

义工和老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