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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经常性社会心理服务疏导和预警干

预典型案例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一、实践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和社会的快速转型,社会矛盾

和社会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变化,出现了各种社会心理问题，

如社会情绪的消极、信任关系的衰落、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等。

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报复性案件、“灭门”惨案等往往与施暴者

长期积累的不良情绪有关。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78%的命案由琐事

口角、家庭婚恋矛盾引发，其演变过程往往伴随着情绪的产生、

发酵、恶化、失控过程。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要

求，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引导社会情绪和社会认知步入到

正确轨道上来,为社会营造积极健康的心理环境。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提高政治站位，将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作为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抓手。社会心理健康是事关经济社会

平稳有序发展、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重要工作。近年来，银川市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系统治理思

维，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把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作为推进人

民群众身心健康、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与健康银川、平安银川、文明银川等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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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目前，已申请成为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城市、全国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经常性社会心理服务疏导和预

警干预机制基本建立。

（二）强化顶层设计，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市域治

理体系。市委、政府坚持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推进社会

长治久安的源头性、基础性、先导性工作。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健全“党政领导、政法卫生双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

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机制。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及时研判形势、研究解决问题。二是压紧压实责任。制定印发《银

川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试点主要

任务、责任部门、工作措施、经费保障和完成时限等内容。各县

（市）区成立相应组织机构，所有乡镇（街道）建立精神卫生综

合管理小组，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通力协作的良好工作氛

围。三是保障财政投入。每年安排 300 万元预算资金保障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以奖

代补”政策，签订监护协议，按照 1 年 2400 元的标准按时兑现年

度补贴,保证宣传、培训、设施建设、政府购买服务等工作顺利开

展。四是严格督导考核。把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平安银川、健康银

川、文明银川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考核赋分重要依据，强化考核

结果运用，以督促改、以考促进。定期开展指导督导，及时发现

问题并督促整改，挖掘推广基层创新做法。

（三）坚持统筹规划，织密织牢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一是搭

建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平台。在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综治中心建立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 52 家，就近就便



3

为群众提供诉求反映渠道，及早发现并做好矛盾突出、生活失意、

心态失衡、行为失常人员及性格偏执人员的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

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二是构建教育系统心理服务网络。建立市、

县（市）区、学校三级心理教育体系，建成银川市直属学校心理

跟踪网络体系，以辖区为主体，以学校为单元，及时提供心理创

伤干预，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目前，全市打造国家级心理健康特

色学校 4 个，自治区级心理健康特色学校 5 个，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教育辅导中心 7 个；24 家高校按照不少于 1:4000 的比例配备心

理健康专职教师；234 所中小学全部建成心理咨询室，配备专兼职

心理教师 463 人。三是提升医疗机构心理健康服务能力。整合现

有医疗资源，通过平安医院创建、等级医院评审等激励引导措施，

推动精神专科医院和市属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心理（精神）门

诊，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医院）开设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市

中医院开设中医心理门诊，加强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和应用，

为患者提供药物和心理综合诊疗服务。四是完善医疗与康复相结

合的全程服务模式。完善“民政残联牵头、乡镇（街道）主办、

卫生健康提供技术支撑”的社区康复工作机制，开展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试点，在金凤区五里湖畔社区、西夏区翟靖巷社区等

设立“阳光心园”16 所。实施老年人心理健康援助试点项目，探

索建立老年人心理健康援助机制。五是规范发展社会心理服务机

构。依托宁夏心理卫生协会、宁医大总院心理卫生中心、市心理

咨询师协会等社会组织，建成社会心理服务示范基地。实施师生

心理普查及测评近万人次，开展学校心理健康讲座近千场，突发

危机事件干预指导和干预百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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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重心理干预和疏导，构筑健康阳光的心理防线。健

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的社会心理健康监测预警机制。特别是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心理健康服务与疫情防控工作同步启动、

全程融合，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一是加强患者及其家属

心理疏导。对所有患者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专业评估，通过倾听、

共情、放松训练等方式提供“一对一”心理疏导服务。成立由 11

名心理卫生专家组成的紧急心理危机干预队伍，每周电话回访痊

愈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心理危机干预服务。二是做好医务工作者

心理服务。组织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等相关领域专家及心理服务

志愿者，对援鄂援琼医护人员、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及其他医护人

员，通过心理援助热线、团体心理辅导、集中讲座等方式提供心

理健康服务。三是开展隔离人员心理综合评估。对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人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送心理健康知识，发

放调查问卷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评估，开展个案心理危机干预，有

效减轻被隔离人员心理压力。四是强化社区一线工作人员心理支

持。通过设立热线电话、网络辅导、微视频等方式，组织心理服

务志愿者对社区工作人员提供心理慰藉及情绪疏导。五是扩大心

理咨询服务覆盖面。设置 24 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帮助来电群众疏

导焦虑、恐慌等情绪，讲解疫情心理防护知识。通过微信公众号

及传统媒介，发布疫情防控科普知识、调控情绪、疏解压力等方

面文章 156 篇，阅读量 20 万余人次。

（五）积极探索创新，打造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模式。一是筹

建智能化社会心理服务云平台。以开展心理评估、建立心理健康

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为重点，运用心理评估与危机筛查、心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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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教育宣传等信息化系统，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兴庆区、金凤

区、西夏区、贺兰县依托云平台，采用网络测试方式，对老年人、

儿童等 7 类人群采用不同类型量表进行心理普查，共测评 23885

人，预警 5297 人。二是推广建设心理咨询室及心理辅导室。350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可为干部职工提供心理健康评估、心理咨询、

危机干预等服务。兴庆区、金凤区出台《心理咨询室（示范）及

心理辅导室工作安排》，按照 3 万元、7000 元的配置标准建设一

批心理咨询室及心理辅导室。三是重视妇女、老年人、学生等重

点人群心理健康。精准纠管家暴家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

全市开展“向日葵关护行动”，营造关心关爱妇女的浓厚氛围。

实施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将贫困、空巢、失能、失智、高龄独

居的 65 岁以上老人纳入管理，对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估，

目前已对 1650 名老年人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启动青春蜗牛壳项

目，灵武市针对青少年开展心理健康专场讲座，发放《青春蜗牛

壳青少年成长维权手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三、经验与启示

具有银川特色高效能的经常性社会心理服务疏导和预警干预

机制基本建成，为提升全市居民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

的社会心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银川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