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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暖心港湾”——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家庭社会心理服务案例

晋江市阳光家庭关爱服务中心

一、实践背景

家庭是每一个人的身份与情感的港湾，是社会的细胞、

国家的基石。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我国控制人口总量做

出了特殊贡献，在当前时代，独生子女一旦遭遇疾病或意外

事故等风险过早离世，很容易对整个家庭造成摧毁性打击。

尤其是独生子女成年后死亡会给家庭带来更多问题，其父母

大多从中年步入老年，丧失了再次生育的机会，独生子女的

离世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断裂甚至是家族的断代，对家庭带来

的打击无法估量。失独，成为一种特殊的家庭结构，失独者

该如何走出阴霾发人深省。

目前，社会各界对失独家庭的帮扶和救助重视程度加大，

中国计生协会设立了计生特殊家庭帮扶项目，泉州市被列为

第二批、第三批中国计生协会计生特殊家庭帮扶模式探索项

目点，晋江市也在2013年出台了《关于深入开展对计生特殊

家庭关爱扶助工作的意见》。

为了进一步探索晋江市计生特殊家庭工作的实效性，在

经过学习摸索与项目论证后，晋江市决定于2015年实施计生

特殊家庭“阳光•暖心港湾”项目，针对计生特殊家庭（下称

“失独家庭”）“需求得不到满足”和社会帮扶“政策无法

进门”的现状，通过专业队伍运用专业手法抚慰失独家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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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帮助失独家庭调整自我角色，增强生活信心，能够从现

有生活中寻找新的希望，改善自我认知，增进与对邻里、社

会的和谐互动，积极健康地重新融入社会，乐意接受政府工

作人员和社会热心人士的帮扶。

二、主要做法

（一）工作模式

本项目由晋江市计生协会出资，委托专业社会服务机构

晋江市阳光家庭关爱服务中心，通过服务购买的方式，为晋

江市失独家庭提供专业社会心理服务。

（二）需求调研

项目组通过查阅文献、入户面谈、电话访谈、心理测

评等方式对全市的失独家庭进行了情况摸底和服务需求调研。

结果显示，我市失独家庭主要需求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养老。85%以上的家庭存在劳动力缺乏导致的经

济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养老问题。

2、医疗保健。77%以上的服务对象身患各类慢性疾病无

法及时进行治疗，同时少量存在着重大疾病无人照料且手术

无人签字等困境。

3、紧急救援。36%的服务对象为独居状态，由于社会支

持网络较弱，意外摔倒、突发疾病等危机事件发生时，容易

错失最佳救助时机。

4、情绪心理及其并发症。55%以上的服务对象存在着人

际减弱，生活态度消极，内心孤独脆弱，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和恐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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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失独群体的特殊性，还可能引发以下社会问

题：

1、由于痛苦难以摆脱，部分人的负面情绪可能付诸行

动，发展为自伤、自杀或攻击他人、攻击社会、缠访闹访等

恶性事件。

2、由于服务对象本身所处环境、文化素质所限，部分

地区导致计生帮扶政策难于落实；同时，因各地经济水平不

同、政策不同不一等，服务对象间常有攀比、失落、抱怨、

愤怒等负面情绪无法纾解，形成恶性循环。

（三）服务目标

根据调研结果所反馈的失独家庭存在的问题及需求，项

目制定了如下目标：

1、总目标

通过专业介入，改善服务对象的内在心理现实和外在生

活现实，帮助服务对象进行各项心理及社会功能康复，使得

服务对象能够坦然接受帮扶，需要时主动求助，走出失独阴

霾，重建生活信心。

2、具体目标

（1） 通过专业干预，降低服务对象自杀、自残、攻击

他人、攻击社会、缠访闹访等涉及到生命安全、社会稳定等

恶性事件发生率。

（2） 通过专业服务，服务对象在生活满意度、情绪稳定

状态、社会适应能力、政策知晓率等方面的能力有所改善或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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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综合服务，帮助服务对象进行各项功能康复，

使得服务对象能够逐渐放下过去，着手当下，走出家庭，参

加社会活动，需要时能够主动向项目、政府、社会求助。

（四）服务内容（六个一）

为了达成服务目标，在解决失独家庭普遍存在问题的基

础上兼顾个性化需求，项目服务确定了以“六个一”为主的

服务内容，从指导思想、服务原则到服务场地、服务人才、

服务方法、服务模块对服务内容进行了规范。

1、确定一个指导思想

项目组以优势视角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为依据，以“分

级管理、分类服务、一人一案”为指导思想，为每位服务对

象单独建档，并在首次介入时、评估需要时和每年定期持续

进行动态评估。对于处在不同危机程度的服务对象，启动不

同警示等级的危机应急预案。

2、建立一个服务驿站

为了方便服务对象与项目对接，项目建设了“心理慰藉中

心”，配置专业心理设备和活动设备，作为项目服务驿站。

充分考虑到服务对象交通方便、隐私保密、方便易寻等特征，

该驿站选择了在晋江市梅岭街道梅庭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内，地处闹市但环境优雅安静，兼有开放性好、私密性佳的

特征。

3、组建一支服务队伍

项目组建了一支由持证心理咨询师+持证社工+计生志

愿者+社会志愿者的服务队伍。在确保服务专业性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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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熟悉失独家庭群体的计生志愿者共同群策群力，以保障服

务的精准性和安全性。同时，因服务对象需求的多样性，随

着服务进展的深入，服务队伍中也逐渐吸纳了医生、律师、

教师、大学生等社会各界热心人士作为志愿者，在经过培训

后与项目组成员共同为有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各类服务。

4、搭建一个服务网络

为了能够高效与服务对象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在晋江

市计生协会的支持下，项目建立了“市、镇、村”三级支持

网络，目工作人员与助市、镇、村三级计生工作者打通信息

联通共享渠道，共同为服务对象搭建稳定、多元的服务网络。

5、提出一个专有概念

传统的弱势群体“抱团取暖”服务在失独家庭服务中存

在着一个较大的困境：因各地经济水平、落地政策不同，服

务对象间极易因不同的政策待遇互相攀比、落差等造成情绪

震荡，形成二次伤害。

为了避免服务带来的次生灾害，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加切

实有效的暖心服务，经研究论证，项目组提出失独家庭服务

专有概念——构建“微支持生态圈”。具体而言，是指以服务

对象个体或家庭为核心，发掘其周边优势资源，从物质、精

神、生活等方面为失能个体或家庭提供稳定支持，形成立体

的、全方位的支持网络，协助服务对象在与周边环境的互动

中增能增效，最终达到社会功能恢复的目的。

6、设计一个服务菜单

根据服务对象普遍存在的需求及收集到的个性化需求，



-6-

将对应的服务做成菜单，分发给服务对象以供选择。服务内

容主要涉及到：“阳光·塑心态”睡眠改善、情绪调试、压

力纾解等心理健康服务、“阳光·护康泰”保健养生、预约

体检、送医送药、医疗保险、住院护理等医疗健康协助服务、

“阳光·添活力”小型家庭聚会、节假日生日会、户外心理

陪游等社会功能康复服务、“阳光·新生活”政策讲解协办、

领养再生育咨询协助、就业创业咨询协助、生活照料家政服

务、圆梦微心愿等个性化服务。

（五）服务步骤（送暖五部曲）

1、分级式保暖，打破心理“囚牢”

以专业团队服务为主线，并链接各方志愿团队资源，针

对处在不同危机等级的服务对象需求，开展不同层次的服务，

运用不同专业手法与策略，打破服务对象心理“囚牢”，与

服务对象迅速建立信任关系。

项目组不仅开通了关爱服务热线“82006786”，随时倾

听服务对象的诉求和心声外，同时为每位服务对象进行动态

心理体检、评定哀伤等级评定（设1-5级）并进行分级管理。

对新增的服务对象，96小时之内安排心理咨询师进行危机干

预，避免服务对象发生不可预测悲剧。

2、菜单式供暖，解决后顾之忧

结合政策，对服务对象可能存在的需求，将相应的服务

制作成菜单，主动出击，带“菜单”进门，以便服务对象能

够在碰到困难时，及时找到途径，获取帮扶资源。

3、个性化送暖，点亮生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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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服务对象中存在的个性化需求如小型物资、文旅餐

饮、生活改善等，进行深入了解后进行量身定制方案，整合

各方可利用资源，精准帮扶，圆服务对象微心愿。

4、贴心式添暖，重拾生活信心

对于服务对象无法言说但很重要的部分需求，如心理重

建、社会关系联结等，结合优势视角理论，主动观察发现、

深入发掘服务对象周边可利用物质、精神、生活资源，并对

其进行一定的指导和支持，搭建“微生态支持圈”，帮助服务

对象“周边取暖”。

5、全方位续暖，找回生活色彩

随着社会时代变化及服务推进，服务对象需求也在不断

变化。项目将持续跟踪服务对象的心理、生活、健康动态，

及时跟进服务对象新生需求，链接各方资源，动态完善服务

方案，确保服务对象能够立体化续暖。

三、实践成效

（一）服务数据

1、服务覆盖率

项目覆盖晋江市19个镇（街道）的服务对象，覆盖率

100%，为服务对象及其周边支持人员（家属、朋友、邻里）

提供服务逾30000人次。

2、服务安全率

项目期内，服务对象无一例发生危机（自杀自残、攻击

他人、缠访闹访）及投诉。

3、服务对象心理状态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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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入后服务对象心理状态大幅好转，具体评估数据

如上表（SAS及SDS进行首测及复测）。

服务对象

状态

介入状态 焦虑均分 抑郁均分 哀伤等级 恢复期

（最短）

不稳定者 介入前 73分 78分 四级 -

介入后 55分 58分 三级 一年

稳定者 介入前 53分 55分 二级 -

介入后 43分 45分 一级 半年

4、服务满意度

项目服务得到了服务对象的普遍好评，服务对象满意度

常年超95分。

5、服务对象生活状态改善情况

项目期内，共有6户服务对象领养成功，19户服务对象放

下过去，选择再生育成功。

（二）影响政策

晋江市“阳光·暖心港湾”项目成果显著，得到了晋江

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并列入中共晋江市委文

件[晋委发（2017）1号文]。

（三）媒体报道

项目自2015年10月运作以来，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

宣传。中国人口报、人口之声、泉州电视台及晋江经济报等

媒体对项目进行了报道约40余次，其中中国人口报在头版头

条大篇幅点赞项目。

（四）同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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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中国人口报等国家级领导莅临项目服务站参观2次，

接待省级考察调研10次，市级领导现场指导35次，接待省内

外同行参观、交流20次。2019年，项目受全国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高峰论坛邀请交流项目经验并与专家和进行圆桌会

议。2020年，受邀在福建省计生工作交流会上交流项目服务

经验。

（五）可视化成果

项目组总结服务经验，将成果编制成三本手册：以资源

收集、呈现、指导使用为主的《“阳光·暖心港湾”援助服务

手册》、心理服务介入流程及工作内容的《心理服务示范

本》、对专有概念进行阐述的《微生态支持圈汇编本》，以

便服务对象、心理服务工作人员等参考。

（六）发表论文

项目服务经验在《中国社会工作杂志》、《社会科学进展》、

《泉州法学》上共计发表论文3篇。

（七）获得荣誉

1、2021年第四届“善行八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三等奖

（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慈善总会）；

2、2020年第三届“善行八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三等奖

（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慈善总会）；

3、获2019年中国心理学家大会首届全国社会心理服务

专业案例征集优秀案例“十佳案例”称号；

4、获2019年泉州市筑梦港湾·社会工作创新创业大赛项

目成果奖铜奖（泉州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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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得2018年晋江市优秀社会工作服务案例评选活动

中被评为“优秀案例”（晋江市民政局）。

四、经验与启示

晋江市“阳光·暖心港湾项目”为全市失独家庭服务

已有7年，取得一定成效，期间项目组不断探索、提炼、总

结反思，也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一）推陈出新解难题，专有概念破困局

针对传统的“抱团取暖”模式在失独家庭服务中遇到的

困境，项目从实际的服务中提炼出专有概念“微生态支持圈”，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效果明显，可操作性高，可复制性强。

用“周边取暖”模式改善传统弱势群体的“抱团取暖”，不仅

关注到了服务对象的特殊性，避免了恶性情绪震荡和对服务对

象造成的二次风险伤害，更能够结合服务对象实际情况，灵

活搭建更加稳定、持续、实际以及便捷的服务网络。这对任

何地域、政策下的失独家庭服务，都是有着启示性意义的。

（二）动态评估指方向，精准服务靠分级

通过心理咨询师定期+不定期为服务对象进行持续动态

评估，对服务对象心理生活状态了然于胸，在为服务对象提

供服务时，便可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策略，一方面能够为服

务对象提供更加精准的帮扶服务，另一方面能够在规范的管

理下，按照既定的流程内容框架进行服务，节约服务人力、

精力，提高服务效能。

（三）专业赋能心活力，多产多用双循环

随着服务的深入及服务人数基数的增加，服务对象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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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越来越精细复杂。服务是无限的，但项目服务人员数量和

精力是有限的。项目服务将优势视角带入服务对象生活，在

为服务对象搭建微生态支持圈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直接惠及

服务对象，对服务对象本身也具有较高的示范学习性，服务

对象可从项目服务人员发掘、培养支持系统的过程中，进行

学习、观摩，对进行身边资源发掘、整合、利用，形成“自

产自用、自我造血”以及与周边环境“双向奔赴、互惠互利”

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