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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民政局

关于印发《“心灵绿洲”攀枝花市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站点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攀民政〔2022〕73号

各（县）区民政局：

为持续推进我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高质量发展，构建和

完善以家庭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完善基础服务站点建设及服务，市

民政局制定了《“心灵绿洲”攀枝花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站点建设

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攀枝花市民政局

2022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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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绿洲”攀枝花市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站点建设实施方案

为持续推进我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高质量发展，构建和

完善以家庭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完善县（区）基础服务站点建设及

服务，根据《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意见》（民发

〔2017〕167号）《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实施意

见》（川民发〔2018〕71号）《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加快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攀民政〔2020〕132号）

《关于进一步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通知》（川民发

〔2022〕39号）《民政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四川

省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规范》等文件要求，制定“心灵绿洲”攀枝

花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站点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自 2022 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加强探索创新，逐步总结经验，初步形成可复制、可借鉴、

可推广的站点建设和服务模式，构建攀枝花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

服务体系，通过统筹规划和合理布局精神康复服务站点，建立健

全科学、规范、系统的精神康复服务内容，畅通精神障碍医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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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双向转介机制，降低康复对象疾病复发率、致残率，帮助患

者提高生活技能、社交技能、职业技能和学习能力，过上幸福美

好的生活。

二、设施要求

（一）基础设施。

1.服务设施。

各站点应设置个案工作室（需单独设立，方便存放档案，确

保患者信息安全）、康复活动室、阅读室、职业康复区、心理咨询

室、户外活动区、日间休息室等，根据开展的康复活动可设置各

类专项活动区域，例如舞蹈室、音乐室、户外种养殖区等；配置

满足基本服务需要的办公设备设施，包括：办公桌、办公椅、办

公用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档案柜、电视机、空调、监控设备

等。

2.训练设施。

配置满足基本服务需要的精神康复训练设备设施，包括：精

神运动康复设备、认知训练设备、音乐治疗设备、厨艺训练设备

等，有条件的站点应设置专门的职业康复能力训练场地。

3.消防设施。

符合《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消防器

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设有紧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并

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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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障碍设施。

在出入口、各功能室入口、卫生间入口设置无障碍通道，有

条件的站点应设置无障碍卫生间。

5.安全设施。

服务场地和设施有防跌、防滑、防止自残、自伤的标志，每

个场室都应当要公开标示逃生路线图。

（二）场地标识。

1.在站点门口显眼位置安放站点名称牌：“心灵绿洲”XX 区

（县）XX街道 XX社区（村）精神康复服务站”（标牌由市民政

局统一制作发放）。

2.在站点外墙或室内设置活动宣传栏张贴站点提供的常规服

务及新开展活动的相关信息，至少每个季度更换一次宣传栏内容。

3.在站点门口区域设置咨询接待处，提供服务内容宣传单及

服务申请表格等资料。

4.信息上墙：以下各种信息应当在站点内显著位置上墙公示。

（1）站点组织架构图。

（2）站点工作人员照片及职责分工简介。

（3）站点开放时间。

（4）各类场地使用规则。

（5）站点服务电话号码。

（6）康复患者投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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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要求

（一）服务对象。

康复站点的服务对象是在站点区域内居住的（包括长期居

住、临时居住）有精神康复需求的精神障碍个体。

（二）服务人员。

康复站点的服务人员主要包括社会工作者、康复治疗师、心

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护士、志愿者等，由上述人员组成团队

对康复对象提供社区康复服务。有条件的站点，可建立个案管理

团队，与康复对象及家属共同制定个体康复计划，针对康复对象

进行精准康复。

（三）服务内容。

1.基础服务：组织开展为服务对象基本情况及其需求情况的

基础性服务，包含建档、入户探访、电话探访、个案服务等。

2.社会保障资源链接服务：为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提供保障其

生活、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生存状况及社会救助、就

业支持、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资源链接服务，在政务方面提供

协助和支持。

3.个人发展服务：为服务对象提供心理情绪辅导、知识分享

服务、技能培训服务等，促进其在态度、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成

长和发展。

4.家属服务：为服务对象的照顾者提供减压互助服务、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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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提升服务、改善家庭关系服务等，促进服务对象的家庭和谐，

提高家属对服务对象的理解和支持。

5.社区共融服务：为服务对象居住的社会开展社交康乐服务、

社区宣传服务、社区志愿服务等，促进社区居民与精神障碍个体

及其家庭的互动和融合。

6.特色服务：各站点结合自身类型、社区资源以及服务对象

的实际需求等，创新开展特色服务或具探索性的深度服务。

（四）服务流程。

康复服务主要包括转入、建档、评估、转出等四个流程。

1.康复对象转入时，康复站点要建立台账，一人一档，专人

专管，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数据准确无误、全过程记录。

2.评估主要包括转入前、过程中、转出前评估，转入前评估

要精准掌握康复对象及家属的需求和动机，康复对象的功能和精

神状况等，为制订康复服务计划提供依据；过程中评估要结合康

复对象情况等因素，确定评估内容和频次，并及时根据评估结果

调整康复服务计划，确保康复服务精准、有效；转出前要着重对

康复对象病症管理效果、社会功能恢复、社会关系提升状况等进

行评估，帮助符合条件的康复对象提供辅助就业岗位。

3.康复对象接受康复服务后，康复状况良好，可以融入社会

的，可终止在康复站点的康复服务，将其转入家庭或回归社会。

4.康复状况不稳定或在接受康复服务期间病情复发的，应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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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联系精神卫生专业机构，进行诊治。

各站点应当至少签约 1家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开展康复对象

评估、转介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县（区）民政局和精神

卫生专业机构签订技术支持合同，确保康复工作有效开展。

四、资金使用

市民政局下拨县（区）康复站点资金用于以下方面：康复站

点建设；设施设备的购置、租赁；工作人员的聘用、培训；服务

项目的实施、服务内容的购买；康复对象的治疗和康复训练；康

复服务的日常管理、后勤保障；其他与康复服务相关的支出。资

金的使用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严禁虚报套取、挤占挪用，不

得用于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行政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营利活动以及其他不符合规定用途的

支出。县（区）民政局应严格加强资金管理，做到专项管理，专

款专用。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区）民政局要强化组织领导，明

确任务责任，指导推动社区精神康复站点建设。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强化部门协作配合，

形成协同高效的工作合力。

（二）加强评估总结。县（区）民政局要对本地区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服务开展情况、资金使用、社会效益等实施检查督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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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评价。加强经验积累和总结提炼，不断优化完善符合实际、

普遍适用、科学有效、操作性较强、社会效益较好的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模式。

（三）规范资料管理。对参加康复服务的患者，社区康复站

点应建立一人一档，做好社区精神康复服务转接单、基本情况登

记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协议、心理社交功能评估表等资料

的归档工作。

（四）注重宣传引导。县（区）民政局要加大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相关政策及工作推进的宣传力度，指导社区精神康复站

点通过拍摄照片、短视频、参观交流等方式展示精神康复内容和

成效，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的良好舆

论氛围。

附件：1.《民政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

2.《四川省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