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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社会资源搭建社区服务平台

设置专门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部门或工作岗位，建

立健全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体系，明确社区心理健康

服务的科学依据、重要意义、基本要求、根本目的等，

提升社区工作者专业素养，规范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活动

的开展。[5]在基层医院建立心理门诊，聘请国内外著名专

家和先进地区的社区管理人员进行讲授，将基层医生转

变为具有临床诊疗、健康指导和心理咨询功能的实用健

康管理人才。积极建设相关单位、社会组织、医院、高

校等多方联动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将心理辅导室

建设纳入社区工作计划，并在心理健康知识宣传、人员

培训、场所建设等方面安排专项资金，加大宣传力度，提

升心理辅导室的使用率。在发生群体性事件、突发性重大

自然灾害时提供针对性服务，保障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打

造健康和谐社区。强化社区工作人员的辅助功能，借助

基层网格员力量，建立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包保团队，摸

清各社区心理疾患人群底数，实施网格化管理。

（三）针对不同人群需求丰富内容供给

要把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作为基层公共服务的重要组

成部分，贯彻普遍受益的原则，针对居民切实需求，给

予相应支持，开展相应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开展居民

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调查，按年龄、文化教育程度、性别

等差异，针对不同人群制定不同主题的社区心理健康服

务，尤其要注重特殊人群和高危人群的社区心理健康服

务工作。

（四）拓宽宣传渠道构建互助体系

积极建立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宣传体系，通过多种方

式和形式，促进对社会基层群众的心理启蒙，并通过各

种渠道进行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有关内容的普及。 [6]鼓

励并指导设立心理辅导热线，对居民进行心理辅导与评

价，使信息反馈通道通畅，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干

预，保证社区心理辅导工作有效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构建覆盖不同人群的宣

传教育矩阵，创造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文化氛围，营造一

个健康积极的社区软环境。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互助体

系促进个体自我疗愈。首先，设立社区心理支持小组或

互助团体，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互助环境，鼓励居民

相互倾诉、分享经验和相互支持。其次，开发和推广适

用于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自助工具和资源，为居民提供

自我评估、自我疗愈途径等，帮助居民在家庭和社区环

境中自主管理和保障心理健康。最后，建立居民心理健

康普查制度，定期进行“心理健康体检”，完善社区心

理危机干预机制，及时有效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

服务。

（五）政府协同多元主体共建共治

政府作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主体，

在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中应体现主导作用。组织成立社区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方案制定、职责

划分等，统筹规划各项工作开展，定期召开会议，及时

研判形势、研究解决问题。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形成党

委政府主导、各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家庭积极参与的工

作大格局。加大资金投入和提供政策支持，统筹教育机

构、医院等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心理健康服务。

充分发挥心理协会会员力量，依托心理协会，结合行业

特点开展心理健康服务“进社区”活动。

心 理 卫 生 工 作 是 建 设 平 安 中 国 、 健 康 中 国 、 幸 福

中国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社会稳定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事

业。因此，只有通过积极求变、主动应变，进一步加强

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才能保障社区居民的心理

健康，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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