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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心灯 照亮基层 

——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探索 

中共垣曲县委政法委员会 

 

一、实践背景 

（一）国家、省、市对县社会心理服务的工作要求 

2018 年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启动，运城

市为试点市，8 月市政法委牵头召开运城市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会议并印发了《关于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工作方案的通知》（简称《方案》）等相关文件。我县深入

贯彻文件精神，安排部署县综治办“负责推动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平安建设考评内

容，协调指导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能开展心理服务工作，

加强心理服务人才培养，……为社会提供经常、及时、有效

的心理健康指导和服务。” 

（二）垣曲县心理健康服务现状 

1. 心理服务需求 

    《方案》提出社会心理服务的目标是“基本形成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因矛盾突出、生活失

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等导致的极端事件明显下降”。因

此，我县心理服务对象主要有两类人群：一是县城与城乡结

合部的居民，我县位于山西省南部，运城市东北隅，是中条

山腹地的一个革命老区县。常住人口 17.8 万（2022 年统计），

其中县城居住人口 11.2 万，是典型的“小县大县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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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作经验显示因心理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和社会不稳定

因素多发于县城与城乡交接处居民。二是县党政机、企事业

单位的基层人员。他们作为国家各项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推

动者，处在各类问题的前沿阵地，多数身兼数职，经常加班，

加上婚姻家庭，子女教育等导致出现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等

心理问题。 

2. 心理服务人员缺乏 

    2018 年 6 月统计，我县共有国家二、三级心理咨询师资

质 57 人，52 人在教育系统工作，其他 5 人不在县常住。2019

年底市政法系统考核中，我县因缺乏心理服务专业人员，心

理服务工作基本未开展，考核排名靠后，社会心理服务队伍

建设迫在眉睫。 

二、主要做法 

（一）领导高度重视，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落 

地生根 

县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从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两方面推

进工作。 在政策支持方面，2020 年初，政法委向县组织部

申请选调了一名心理学专业硕士专门负责全县社会心理服

务工作；同时平安建设领导办公室出台《关于开展“促进邻

里家庭关系”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通知》《关于垣曲县社

会心理服务专业人员培训的通知》，通知分别将开展心理健

康活动、选派人员参加心理服务培训作为平安建设的考核内

容。在资金投入方面，2020 年 5 月投资近 200 万建成 400 余

平米的县级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简称“中心”），中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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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盘室、音乐放松室、测评室、VR 室和解铃阁（用于矛盾调

解）等 9 个功能室。之后每年拨付 20 万专项资金用于心理

服务队伍建设和其他各项心理服务工作。 

（二）“实践+督导”，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茁壮 

成长 

2020 年 6 月，中心招募了 13 名零心理学基础的志愿者，

编写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手册并到广场上宣传，宣传活动在社

会引起反响。中心发现在编写手册和宣传活动中志愿者学到

不少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服务的技能，“实践+督导”的心

理服务队伍培训理念萌芽了。 

1. 跟岗培训，一带多，打造心理服务志愿者队伍。 

第一批心理服务志愿者年龄跨度大，学习能力差异也

大，但他们有共同的特点“有时间且想学心理学”。本着充

分利用心理服务中心场地原则，一名专业人员带领一群志愿

者建立了“跟岗培训”制度，要求志愿者每月到中心值班四

次，值班期间旁听个案咨询（与来访者签订知情同意书），

参与制定心理团辅方案，做心理团辅助教，整理心理服务工

作资料等工作。跟岗培训坚持“实践+督导”模式，每一场

心理服务结束后，中心专业人员为志愿者做实践督导和个人

成长沙龙。不到半年，志愿者心理服务理论与技能迅速提升，

心理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目前，“跟岗培训”超过两年

的志愿者有 20 人，他们会自我心理调适，对常见心理问题

进行早期识别和有效处置，能胜任心理团辅助教工作，有 5-6

人可独立承担心理讲座和团辅活动，更为可喜和意外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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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抑郁症患者志愿者在跟岗培训实践中康复了。 

2.从零做起，优培优 ，打造心理服务专业队伍 

要面向县党政机、企事业单位的基层人员开展心理服

务，最好是在各单位培养一名心理服务专业人员，优秀的心

理服务专业人员就像火种，可以燎原。现实是基层工作繁忙，

加上基层领导对心理服务工作这项新工作不了解，选派一人

长期参训需要克服很多困难，组队不易需倍加珍惜。 

（1）选用优质的培训师资，激发学员内部学习动机 

为了保证学员不流失，需要激发学员内部学习动机，让

学员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经过多方调研，政法委委

托运城市应用心理学研究会（简称“研究会”）承担培训，

该研究会专业总督导是张焰，中国社工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

委员会常务理事；督导师吕大为，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主

讲张亚丽，心理咨询方向硕士研究生，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试点工作专家；运城市中小学心理教师培训项目设计

师。讲师团队不负众望，2021 年第一次培训后有 25（共 33

人）主动继续参加第二年培训，两年中有 35 人接受集中培

训 180 个课时。 

（2）“理论学习+实践+督导+实践”培训，培养实战型 

队伍 

为了尽快培养能工作善工作的实战型队伍，研究会设计

了“心理服务理论与技能、心理服务实践督导和个人成长”

三个模块课程，采用“理论学习+实践+督导+实践的培训”

方法。在课程内容方面改变以往以理论学习为主，把学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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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作为重要培训内容，如学完一个主题的理论后，要求学员

录制该主题 5 分钟以内的视频课，参加完心理团辅后要求合

作编写团辅方案并实践，一个心理咨询技术学完后，要求应

用该技术接待至少三位来访。在培训方法方面长期采用教师

督导下工作，每次实践后都要接受督导，督导为实践督导和

个人成长督导，由不同的讲师担任，一方面对学员在实践中

的困惑、问题进行督导，另一方面对学员个人成长进行督导。

通过手把手的教学，心与心地交流，学员进步飞速。目前，

心理服务专业队伍共 35 人，他们能合作开展心理团辅和讲

座，约 15 人可以接待个体咨询、接听心理热线、参与矛盾

调解工作等工作。 

  （３）在做中学，兵教兵，打造具有心理健康服务知识

的网格员队伍 

    网格员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线工作者，如具有良好的

倾听、复述、反馈、共情等能力，有助于工作顺利开展，然

而现实中网格员工作繁忙，有三分之一的网格员为单位退休

人员，学习新的心理技能困难很大。针对这种情况，中心让

志愿者和专业人员与网格员一帮二“结对子”“兵教兵”，

志愿者和专业人员化身为网格员的心理服务“督导”，帮助

网格员及时解决工作遇到的问题。帮助 100 名网格员具备一

定的心理健康服务知识。 

（三）建立健全队伍建设考评制度，社会心理服务队伍 

建设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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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心理服务工作起步时，举步维艰。第一场活

动，当志愿者团队带着心理团辅器材到约定单位后，发现参

与者仅有十几人，且多为年龄大工作相对轻松的人员，与预

先确定的参加对象完全不同。前三场心理服务情况基本相

同。困境中领导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指出“心理服务要探索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方式”，要以“群众认可是检验心

理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心理服务水平是检验心理服务队伍

专业能力的重要标准”考核标准，心理服务探索“制定方案

+工作实施+反馈督导+评价考核+总结提升”五步闭环工作机

制。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22 年底心理服务队伍建设开花

结果了。一是开展心理讲座和团辅共 140 场次，受众近万人。

对全县群众每月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宣传，知晓率达 80%以上。

接待个案咨询 500 余人次。二是县疫情临时静默管理期间(8

天），组建 13 人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共接线 57 人次，录制

“疫情心理调试方法”视频 5 个并在县电视台播出。三是拍

摄高质量心理剧一部。邀请北航心理教师李卫华带领心理服

务队伍，从零开始仅用四天时间拍摄录制《冷暴力》心理剧

一部，受到各级领导高度认可。四是起草编写《垣曲县社会

心理服务心理团辅手册》。 

三、实践成效 

（一）培育三支心理服务队伍，探索出“实践+督导”

的心理服务队伍培养模式 

培育了三支稳定的、实战型心理服务队伍，共 15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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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跟岗培训”、“理论学习+实践+督导+实践”、“做

中学”三种培训方式，探索出“实践+督导”的心理服务队

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系统、科学、可操作性强的心理服务

课程体系。建立健全了心理服务队伍建设“五步”闭环工作

机制。 

（二）探索出五种心理服务工作模式，心理服务工作常

态化开展。 

  形成疫情防控+心理服务，改善家庭邻里关系+心理服

务，信访+心理服务，矛盾调解+心理服务，家事法庭+心理

服务五种工作模式。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主动将心理服

务融入日常工作，通过心理服务“四进五结合”活动，（四

进为进乡（镇），进企事业单位，进政法系统各单位，进村、

社区；五结合为与党建工作相结合，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与重要节日相结合，与基层干部能力提升相结合，与新媒体

宣传相结合），促进心理服务常态化开展，每年多次为公安

局、社区矫正对象、乡（镇）机关人员开展专题心理团辅和

讲座。 

（三）心理服务在社会治理中显成效。 

心理服务参与信访和矛盾调解共 30 起，成功率 100%。

2021 年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我县排名全省第二，全市第

一。涌现出一些典型案例，20 多年的老上访户郑某某（女），

经过 7 次心理服务，近两年未上访。村民文某某，男，1980

年出生，10 年前因车祸左腿受伤，坐轮椅行动，21 年 6 月

出现情绪激动，对家人有过激行为，心理服务人员联合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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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民警多次上门服务后，22 年夏天，文某某通过养殖绿植

获得经济收入，基本具备独立生活能力。 

（四）启动全民心理健康筛查工作。 

  对政法系统干警、乡（镇）、社区机关人员、网格员共

895 人，进行心理健康筛查并建立心理档案，本次筛查为明

年对全县居民开展心理健康筛查积累了经验。 

四、经验与启示 

（一）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为心理服务工作提供资金和 

制度保障。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首先把社会心理服务作为社会基层

治理新方法，纳入平安垣曲建设考核体系，为心理服务提供

政策保障。第二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心理服务场地和队伍建

设。第三建立健全考评制度，通过“制定方案+工作实施+反

馈督导+评价考核+总结提升”五步闭环工作机制推动培训持

续进行。 

（二）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打好“服务”这张牌 

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核心要义，为

民服务就是要发挥主动性，着眼群众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要

关注、理解并解决来访者生活中的小事如：赶时间加班完成

领导布置的任务、照顾重病的老人、欠债还款、婆媳之间的

琐事等所忧、所急、所盼之事；为民服务就是能促进参与单

位开展其他工作，如扶贫、党建、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等。为

民服务就是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心理服务拉近人与人距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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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人与人关爱，增加人与人支持，创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的社会环境。 

（三）心理服务队伍建设要结合心理服务工作，坚持 

“实践+督导”培养模式 

心理服务队伍建设要与开展心理服务工作紧密结合，前

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保障，后者是前者的主阵地，两者密不可

分，相互促进。心理队伍建设要坚持“实践+督导”培养模

式，在优质师资督导下工作，既保证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与国

家层面社会心理服务思路高度一致，又充分满足了县域群众

的心理服务需求。这种模式具有操作难度小、周期短、见效

快、实效性强、可复制的特点。这些经验对于社会心理服务

零基础，无心理服务队伍的地区可能值得借鉴和推广。 

（四）心理服务人员要做“卖火柴的小女孩” 

基层心理服务人员要像麻雀学习，学习它们“迎难而上，

主动进入，根据人类生活的变化去调整自己，调整的目标是

为了生存，为了能继续繁衍”的精神，需要主动出击，要面

对现实做出改变，要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要把“繁衍”作

为重要目标。基层心理服务人员要做“卖火柴的小女孩”，

就像罗胖在今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说，做一个“卖

火柴的小老头”一样，一根根擦亮自己，燃烧自己，发出光

和温暖，再交给别人，期待别人拿到这个火种，也燃烧一部

分自己，再传给别人。 

两年来，我县作为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市的一个县，紧紧

围绕“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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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一系列活动，提高了全县人民身心健康水平和幸福感，

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今后，我们将继续围绕该目标，在县、

乡、村三级社会心理服务平台建设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等方面做探索，为推进健康中国，平安中国，幸福中国建设

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