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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住院部，随着几位大学生走进病区，就有三
三两两的精神疾病患者纷纷凑到窗口的绿化装置前和他们交流植物的
生长状况，“我们每两天就浇一次水”、“有两颗已经发芽了。”

在封闭的病区，这些大学生无疑成了患者关注的焦点。他们来自上
海理工大学创行团队“一米田间”项目组。项目组负责人龚穗菁介绍说，
他们正在尝试通过农疗方式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康复治疗，提高其
动手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进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龚穂菁告诉记者，未来，项目组
希望在可复制性方面，把装置推广到
上海市，乃至全国；在受众方面，不仅
面向精神分裂症患者，能够扩大到抑
郁症、孤独症等疾病患者人群。同
时，还想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寻找更
多社会人士和他们接触、陪伴种植，
让更多人能正视这个群体。而且，项
目组正在考虑与花店、基金会等机构
合作，进行展示或售卖，当然所售钱
款归患者所有。此外，项目组还希望
能够搭建平台，与外部世界联接起
来，帮助这部分人群寻找工作机会，
教他们一些应聘面试的技巧。

陈一郡说，希望社会人士能够
给于精神疾病患者更多关爱，帮助
他们融入社会。尤其是不要戴有色

眼镜看待他们，他们只是在某一个
阶段发病，但通过合理的药物治疗、
康复治疗以及心理治疗，可以实现
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工作，扮演恰当
的社会角色。“我们很愿意看到有机
构能够给予好转的患者提供就业或
辅助就业的机会。”在国外，精神疾
病康复者进入庇护工厂和中途宿舍
都是很常见的，这是精神疾病康复
者回归社会之路的缓冲带，能够帮
助其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提升其社
交能力，同时给康复者家庭成员留
出时间做好接纳准备。“这虽然可能
会有一定风险，但康复期患者只要
坚持服药，定期随访以及家人或爱
心企业负责人多加关注，是可以避
免意外情况发生的。”

项目组在逐步摸索中前行。在
实践中，项目组不断地完善装置，发
现室内阳光不足，于是安装灯袋，增
加光照。此外，由于装置过重，导致
出现漏水现象，便增加了轮子和防水
塞。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移动装
置，给植物晒太阳，患者主动提出了
增加轮子的设想。“他们很愿意接触
新鲜的事物，而且能给予合理化的建
议。”陈一郡说。

为了使项目运转更规范，医院挑
选感兴趣的患者成立了护绿小组，同
时成立研究组和对照组。韩佳凯表
示，目前，发现研究组比对照组的评定
结果更好一些，特别是在自信心和社
交能力方面。

龚穂菁感到，现在项目组成员与
患者的关系更密切了，彼此有话可
聊，患者口中不切实际的话也少了，
他们会问“种子在哪里买”等问题，能
够看到他们的变化，“他们不发病的
时候和正常人差不多。”马贺说，其
实第一次来医院时，心里还有些害
怕，但进来之后发现，和他们的交流
很顺畅，有些患者也很聪明，现在能
不带偏见、更客观地认识他。而且，
患者在医院里接触的只有医护人员
和在规定时间探望的亲属。“我们每
周都去医院，患者看到我们会很高
兴，也愿意和我们说说话，而且他们
很爱护种植的植物，这也给他们的生
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在六病区的装置里，除了花
之外，还种了小葱。一位护士对项
目组打趣道：“下次你们来，煮葱花
面给你们吃。”病区的护士对“一米
田间”成员已经很熟悉了。

目前，项目组和医院正在探寻
这种疗法的有效性。康复治疗科科
长陈一郡介绍说，“医院的康复项目
包括音乐治疗、内观治疗、森田治
疗、行为治疗和团体艺术治疗等，而

‘一米田间’的农疗方式一直是我们
比较感兴趣的项目。”她表示，医院
里都是高楼，受场地限制，很难开展
农疗，而当这个室内种植项目被推

介进来时，感到很不错，既可以让患
者体验劳动以及种植成果的喜悦，
也符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医院希望
通过这样的项目，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患者病情、稳定情绪，还可以
使之在此过程中，学习人际沟通、提
升个人生活能力、训练职业功能等，
最终实现回归家庭和社会的目标。
同时，康复治疗科护士长韩佳凯也
表示，因为患者在社会上受到歧视，
他们觉得在社会上没有受到应有的
关注，并且缺乏同伴的支持，如果在
项目中种植成功，他们会收获成就
感，能够增强自信心。

项目成立已有两年左右，如今重
新定位了项目目标和受众。据了解，
项目成立之初，曾将受众定位为白领
和老人，但在实践过程中，项目组成
员发现对于白领而言，有太多更为便
捷的高科技种植装置，自己的并不具
备竞争优势。而普通人在栽种时更
注重结果，但作为一种康复治疗手
段，对患者而言，过程才是最关键的，
这与项目更为匹配。于是项目组开
始了解和调研，最终与杨浦区精神卫
生中心合作，将种植装置安装在了住
院部的五个病区内。

目前，项目组成员和校内志愿参
与的学生每周都会来医院查看植物生
长情况，陪伴病患们一起种植。项目
组的总经理马贺说，“可能很多人会害
怕精神疾病患者，但是大学生有好奇
心，对什么都有新鲜感，他们愿意以志
愿者的身份为病患们提供帮助。”据了
解，项目组计划以学生为核心，招募更
多的社会志愿力量，扩大人们对这一
群体的关注，未来想要帮助他们融入
社会，同时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目
前项目有两个目标：实现康复治疗和
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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