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心”服务
张家港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
张家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指导中心

一、实践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根本要求，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视心理健康和精

神卫生。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对于心理健康服务的

需求日益凸显。心理健康已经成为党中央关心人民群众关切、

全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

张家港市位于长江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汇

处，以境内天然良港——张家港而命名，市域总面积 999 平

方公里，人口 167 万，是全国唯一六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的

县级市。2018 年作为全国第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

点县市和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首批试点城市，张家港

坚持守正为要、创新为贵、实践为重，紧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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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要求，通过几年的探索，将试点工作与思想政

治、文明创建、社会治理等工作紧密结合，积极探索和打造

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逐步走出了一条求实务

实、惠民育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张家港路径”。

二、主要做法



2018 年，张家港市创新实施“全民健心工程”，高起点

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制定出台《关于“全民健心工程”

的实施意见》，依托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等智库，将健全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作为创新社会治理和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建设

的重要内容，纳入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同年，张

家港市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地区，开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工作。4 年多来，张家港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满足港城市民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为目标，将文

明实践与社会心理服务紧密结合，协同推进，全域实施“全

民健心工程”，为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加注“心”动

力，全力打造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张家港特色的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有力促进社会心态稳定、人际关系和谐，切实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高起点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长期以来，张家

港坚持“只当领跑者、不做跟跑者”，突出示范性和引领性，

在全市范围内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全民健心”的理念并付诸实践。2018 年

成立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为组长，2 位副市长为副组长，

22 个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市社会心理服务工作领导小组，

全域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解决试点推进有关事

项，积极构建党政主导、市镇村三级联动、成员单位齐抓共

管、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单位家庭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2020

年 5 月，为更加科学高效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张家

港市将社会心理服务日常工作纳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统一管理，配备专职人员管理，设立专项财政资金，具体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社会心理服务相关工作。同年市委政法委、

宣传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指导中心、卫健委联合出台社

会心理服务三级平台建设指导意见，将“全民健心工程”推

进情况和实施成效纳入全市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考核结果与

文明单位评比挂钩。

（二）高标准建成社会心理服务阵地。2019 年在风景优

美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暨阳湖生态园，打造一座“全

民健心”的“心育馆”，也称“开心驿站”—张家港市社会

心理服务指导中心。中心总建筑面积 1990 平方米，是张家港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一个重要阵地。设有心理剧场、全

国首家县级心理科普馆（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联手打造的）、

团体辅导室、热线接听室、心理志愿者工作室、测评咨询室

等功能室，具备心理科普体验、心理服务规划、心理测评咨

询、心理项目孵化、心理数据采集等五大核心功能。中心采

用“日常专人管理+专业志愿服务”的模式，免费提供心理

测评、心理咨询、心理科普、心理疏导等基本公共服务。全

市相继完善社会心理服务阵地建设：市第四人民医院建成

1200 平方米的心理咨询中心，涵盖咨询、视听、沙盘、心理

测试等功能；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教育局等

结合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建成社会心理服务分中心或专用

功能室。区镇（街道）、村（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等阵地和社会综合治理中心建成心理服务平台及心理疏

导室，实现市、镇、村三级平台全覆盖。



（三）高效能完善社会心理服务网络。2019 年开发全国

首个县级市心理服务云平台——张家港全民健心云，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云平台深度融合，设置“解忧信箱、精品课程、

专家预约、欢乐自测”等专栏，居民免费注册登录后，可以

随时在线进行课程学习、专家咨询、预约参观、VR 心理测评，

群众利用手机就能享受免费心理健康服务。各重点行业部门

结合本系统实际情况，陆续打造特色阵地，为市民提供优质

社会心理服务，比如：市第一人民医院睡眠中心、市公安局

民警战训基地民警心理健康服务分中心、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教育分中心成立江苏省首家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中心，配备 5

名专职人员负责全市的学生心理健康及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锦丰镇沙洲益空间以及沙洲职业工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和咨询中心。依托工青妇等部门文明实践力量，开展心理

援助计划（EAP）、“心关爱”呵护工程、“暨阳玫瑰，心

悦心晴”职场女性心理减压等活动，以项目化购买服务，通

过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公益讲座、分析测评等形式构建职工

心理服务网络。

（四）高层次培育社会心理服务力量。2020 年整合高校、

中小学、医院和社会机构等各方专业力量，成立全国首家县

级市社会心理协会，形成市社会心理协会主战、各级专业心

理服务团队支撑、文明实践心理服务志愿者辅助的专业化社

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截至目前，张家港市社会心理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支队有专业心理服务志愿者 168 名，辅助

服务志愿者 400 多名。常态化开展心理服务专业能力提升培



训，聘请国内知名心理教授及专家，开展每月一期的专业督

导，不断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对全市范围内取得国家心

理咨询师证书、具有相关心理学专业学历以及精神科执业医

师的人员进行全面摸底，整合 300 余名专业人员，委托中科

院心理研究所举办高端研修班提升专业能力。依托心理关爱

志愿服务团，积极孵化心理志愿服务项目，目前，中心已孵

化“正念减压、正面管教、悦心大讲堂、益心科普直通车”

等 20 个项目，推广至全市 100 个村（社区）、100 多所中小

学幼儿园和 100 余家大型企业。中心将进一步整合各方面专

业人才资源，开发一整套体系化、系列化、分众化的公益性

心理精品课，纳入新时代志愿服务项目库，加强供需对接，

提供点单服务。

（五）高质量开展社会心理服务活动。坚持精准化工作

理念、分众化工作方法，突出抓好职业群体这一社会中坚力

量的心理健康服务，通过“抓中间、管两头”（抓好中年人，

带动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方法，有效提升各年龄及人群

心理健康整体水平。每年实施 10 个以上重点心理服务文明

实践项目，常态化组织“健心”活动，每月举办公益“悦心

大讲堂”、实施社会心理服务“六进”行动。开展健康社会

心态公益宣传，提升公众心身健康意识，市民心理健康核心

知识知晓率达 85.2%。以“治未病”为基本理念，针对重点

人群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举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及心理

团辅活动。开通心理援助热线，面向市民开展疫情心理防护，

借助“张家港全民健心云”平台“解忧信箱”，让广大市民



可以开展网上心理咨询；线上推送《一线工作人员心理关怀

手册》，10 个专业心理关爱志愿者分队。根据特殊人群的心

理特点和行为规律，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服务活动，比如对

老年人、妇女、儿童和残疾人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关爱活动；

对刑满释放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等特殊

人群，注重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提高承受挫折、适应

环境、融入社会的能力；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落实好精细化

日常发现、随访、危险性评估、服药指导等工作。目前，已

开展各类公益性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400 余场次，50000 多人

次受益。

三、实践成效

一座文明的城市，不仅要有好的生态，更要有好的心态。

从改变环境到培育文明，从厚植精神到涵养文化，从行为规

范到内心遵循，如今，张家港的精神文明建设已开始关注起

人的“心”生活，将这份文明厚植于心、外化于形。

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张家港市取得了一些成绩。“学习强国”

平台专题推送《江苏张家港三项“硬核”创新构建社会心理

服务新生态》一文；《从健身到“健心”——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的张家港实践》荣获 2019 年度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

十佳新事；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以张家港市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为背景、拍摄的八集公益心理影视剧《风起青

萍之末》，在央视播出。《延伸志愿服务做足全民健心文章

—张家港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一文被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解析》收录。2021 年，中央政法委主办



的《长安》杂志，以“江苏省张家港市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为题，专题介绍张家港市打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

经验做法。在首届全国社会心理服务周暨应用交流会十佳征

集活动中荣获：十佳社会心理服务地区，并在大会上做经验

分享。首批加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践基地”（国家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

2022 年《打造社会心理服务典范城市》一文发表于《心理与

健康》杂志，5 月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县域居民社会心态调查

报告《张家港市居民社会心态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反映，张家港社会心态主流积极健康、理性平

和、向上向好；居民在对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公平感、

信任感、信心感的评价处于较高水平；在社会情感层面，居

民对张家港当前和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信心最高。中国社会心

理学会会长张建新表示，张家港这份《调查报告》是一份很

好的智库研究成果，为全国其他县市提供了可参考的优秀样

例，也为全国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贡献了可复制、可推

广的模式。8 月《江苏法制报》推出一文《张家港“健心工

程”提升心理服务水平》。

四、经验与启示

（一）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



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同时，对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也日益

增长，而影响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就包括社会价值观、

社会安全感、社会心态、个体心理健康程度等，这对我们积

极探索贴合群众需要的新模式、新思路和新方法，增加群众

的获得感和大家的主观幸福感，提高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和体

验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建设文明典范城市的应

有之义。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的策源地、唯一六次蝉联全国文

明城市的县级市，张家港市始终把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作为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实施“全民健心工程”的具

体措施、落实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具体行动。通过

广泛宣传普及、加强分析研判等方式，形成了“幸福家长驿

站”、社会心理服务“六进”等品牌活动，推进前端普遍服

务、中端监测预警、末端精准干预的全链条服务。当前，张

家港市也在锚定更高目标打造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更需要回

应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塑造城市的心理氛围，以“强信心、

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为导向，不断提高文明典范城市

的认同度、包容度、创造力和吸引力。

（三）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

先行区必然途径。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张家港市

持续放大“全面综合、优质均衡”的发展优势，提出打造“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先行区。面

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时，亟需进一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畅通民众的心理疏导和矛盾调节通道，通过“由心而治”实

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唯有心安，才有民安，方有国安。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从健身到健“心”，是一座全国文

明城市的“自我进化”，更是对人民群众健康负责的使命担

当。我市继续将“心治”与“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

治”协同推进，全面深化全民健心工程，努力为全国县域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

为打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县域

先行区贡献“心”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