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民警辅警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案例
宁波市公安局

一、实践背景

以关爱民警、辅警身心健康为宗旨，扎实开展各项心

理健康服务基础工作，按照“三位一体”模式，在全市

公安机关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推动成立市、区县（市）

、主要警种部门三级心理健康组织工作体系，加强公安

重点人群关注，加快构建“三融合”全方位心理健康服务

工作体系。

二、主要做法

（一）做实心理工作基础，打牢心理服务根基

注重培养心理服务人才。组建宁波公安心理健康服务

专家团队，通过招录心理专业民警、组织心理专题研修

、到专科医院跟班实训等方式，建立了一支公安自己的

心理健康服务队伍。培养了一批专业能力、团队意识、

助人意愿强的公安心理健康服务小分队和志愿者常备队

伍。通过组织教育培训、专题研修、研讨交流、跟班实

践等方式，提升了心理骨干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

健全心理健康服务组织工作体系。在市局设立心理健

康训练服务中心，各县级公安机关、市局主要警种部门

建立服务站，各一线所队建立服务室，明确各地各单位

从事公安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专门岗位，配齐配强专门人



员和设施设备，形成“市级中心、县级站、基层科所队点

（室）”上下贯通、统筹协调的三级心理健康组织工作体

系。

完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准则规范。结合宁波公安工作

发展，完善了《宁波公安机关民警辅警心理健康工作规范

》《宁波市公安民警辅警心理危机干预处置预案》等规

范性文件，使全市公安机关的心理健康工作有据可查，

有章可循。与市康宁医院等专业机构和单位签署合作协议

，指导制定公安工作心理健康服务细则，推动各警种部门

、各区（县、市）公安局因情施策、因地制宜出台了心理

健康服务工作准则。

（二）坚持“三位一体”模式，丰富心理健康服务内

容

在全警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对全警进行心理健康知

识大普及，制定全警心理训练大纲，在各类训练中开展

压力管理、情绪管理、家庭关系处理等心理健康教育，

各地各单位通过“微视频教科书”等形式开发一批通俗

易懂、切实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课程，全警心理知识普

及程度有了显著提升。

开展公安队伍心理咨询服务。将心理咨询室与警营文

化室相结合，把咨询服务拓展到一线单位，安排有相关

心理咨询资质的民警、辅警为身边同事提供日常疏导谈

话，每年组织心理小分队到基层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同时



提供合作医疗机构咨询绿色通道，并开通心理热线电话，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畅通心理咨询渠道。

健全心理危机干预流程措施。组建心理危机干预小组

，完善“目睹惨烈场面、武器使用后”等主动干预情形

，一旦出现及时介入、做好评估，对相关民警、辅警及

其家属开展全过程跟踪和干预服务。对接宁波市康宁医

院，综合利用社会力量做好危机干预处理，必要时开通

绿色通道转介医疗机构进行诊疗。近年来，成功干预、

处置心理危机事件60余起，对涉事人员快速恢复，保持队

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加强重点人群关注，提高心理服务效果

开展新招录人员心理专项训练。“系好第一颗纽扣”

，对新招录人员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建好心理初始档案

，密切关注新招录人员入职心理状态。自2020年起，为

新招录民警举办为期6个月的线上心理专题训练班，通过

系统性的心理学知识学习，有效增强新警的心理健康意

识和自我调适能力，为更快适应公安工作奠定基础。

完善特殊岗位人员心理服务流程。密切关注敏感性强

、任务繁重、压力巨大的特殊、重要岗位，为监管民警、

参加比武特警、援疆民警等特殊群体，提供全流程心理健

康服务。及时开展心理健康风险排查，做好事前事中事

后全流程监测预警干预评估，注重提供前期专项培训，中

间追踪慰问，结束后心理健康体检，并根据不同警种类型



针对性开发了精品课程，切实提供了高关联性心理健康课

程和服务。

建立干部心理体检制度。2021和2022年，通过线上扫

码，为全警开展了心理素质测评，参测率达到95%以上，

下步将逐步建立干部心理健康“一人一档”数字化档案

，区分心理亚健康和心理疾病，对心理亚健康的民警、

辅警及时安排心理咨询，减轻负压感和焦虑感，对罹患

心理疾病的民警、辅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心理干预

和诊疗。

（四）加强公安职业心理建设研究，拓展心理健康服

务领域

加强公安执法勤务心理研究。在全警普及心理学及周

边社会学科，促进民警在公安业务工作中灵活应用心理学

知识、技巧，帮助民警在群众工作、案件侦查、审讯办

案等方面有创新突破，有效提升业务工作效率。积极开

发研究一批心理业务课程，比如执勤执法中的情绪管理、

群众投诉预防，帮助广大民警、辅警将心理学知识和技

能应用到日常勤务工作，为公安业务发展带来新的解决方

案。

探索思政工作与心理学科融合研究。在全体政工干部

中普及心理学基础理论和心理诊断、咨询技巧，帮助政

工干部厘清民警心理问题和思想问题界限，让广大政工

干部在开展思政工作时熟练运用心理学原理和方法，在



日常工作中注重人文关怀。研发警察职业心理训练相关

课程，帮助民警、辅警更科学地做好从警职业规划，树

立积极的职业心态和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凝聚警察的职业

荣誉感。

强化突发事件和战时状态心理研究。研究出台了战时

心理服务工作机制，通过组建战时心理小分队，向基层一

线点对点送服务，拍摄制作心理微课程，以短、平、快的

心理服务，确保心理工作跟着“战事”走。关注突发事

件和战时状态对民警、辅警的心理影响，建立战时状态

心理预警处理机制。提供全方位的战时心理健康服务，线

上线下同步提供紧跟“战事”的心理资讯、课程和讲座，

开通专用热线积极疏导、协调、处理战时民警、辅警的心

理状况。

三、实践成效

（一）制定规范、建强队伍

一是制定了《宁波公安机关民警辅警心理健康工作规

范》《宁波市公安民警辅警心理危机干预处置预案》等规

范性文件，使心理健康工作有据可查，有章可循。同时，

将心理健康工作列入年度考核，推动各级各部门责任落到

实处。二是通过内部挖潜、长期培养、实践强化和引进

来、走出去等方式，逐步打造培养了由专家服务队、心

理人才库、兼职心理辅导员构成的心理健康工作队伍。截

至目前，外聘心理专家15名，负责心理工作指导、重大事



件处置等工作；宁波公安心理人才库成员48名，由12名心

理教官团队和36名资深公安心理咨询师组成，负责心理教

学和日常咨询；兼职心理辅导员获得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

的200余民警和一线政工干部组成负责民警、辅警日常心

理疏导。

（二）制定大纲、广泛服务

根据全警实战大练兵的要求，制定出台了《全警实

战大练兵心理健康课程大纲》，按照大纲指引，近三年全

市各级公安机关共开展心理讲座45场、心理行为训练35次

、心理团辅48次，线下受训人员约7500人次，通过线上学

习平台推送心理讲座12场、微课程8门、心理知识文章200

余条，线上受训人数超20000人次，全警的心理知识普及

程度大幅提升。近三年，成功处置心理危机事件12起，从

后续跟踪反馈来看，经危机干预的人员更快地从事件中恢

复，对工作、生活未造成较大影响。

（三）聚焦战时、快速响应

今年疫情阻击战打响后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了战

时心理服务工作机制，相关措施相继跟进：一是开通心

理医疗绿色通道，民警、辅警的心理医疗的需求，及时得

到跟进；二是开通24小时心理热线电话和网上心理咨询

服务，让全警心理服务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三是

拍摄制作3门“公安疫情心理防护”微课程，搜集上百条

心理调适小文章，通过手机终端平台向全警推送；四是



组建战时心理服务小分队“点对点”进行心理服务，疫

情期间共开展心理评估300余人次、心理团辅3次、战时

压力疏导讲座8场、心理咨询65人次；五是特殊人群处置

，援鄂特警赴疫区执行任务前进行专门心理培训，任务

结束后，立即跟进心理评估并采取疗休养的方式进行心

理恢复，有效缓解了战时民警、辅警的心理压力。

四、经验与启示

（一）体系化建设提升心理服务工作质量和效率

宁波公安民警、辅警心理健康工作在职责分工、组

织机构、工作内容、队伍建设、工作制度和相关保障等

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全方位的制度与运行机制，环环相扣

、高效运作，在保障全警心理健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心理健康工作成为队伍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抓手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心理健康工作与思政工作的有机结

合，让广大公安政工干部掌握一定心理学知识和技巧，在

日常工作中注重人文关怀、加强软性管理，通过心理学的

灵活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思政工作的有效性。

（三）心理学知识与技巧普及促进公安业务工作创新

心理学在公安业务工作中有广泛的应用场景，如犯

罪侦查、嫌疑人审讯、群众工作、监所管理等方面，公

安心理教官与业务骨干共同研发《微表情识谎》《执勤



执法中的情绪管理》《公安群众心理与投诉预防》等心

理业务课程，促进了广大民警、辅警将心理学知识和技

能应用工作创新，为公安业务发展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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