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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职工社区康复中的工会社会工作介入

刘  慧

摘要：工会与企业和社区配合，给患精神疾病的职工提供有关康复的专业服务，是工会发挥优势为职工服务

的具体内容。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美国、我国的香港地区注重通过社会工作者提供的社区医疗康复服务，帮助精

神疾病患者恢复社会功能、生活技能，其思路和制度、经验值得借鉴。目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面临着

重宣传、轻康复，重药物、轻精神，重家庭、轻社区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工会社会工作应重社区兼顾院舍、重网

络兼顾个体、重整体兼顾部分，从而帮助病患治疗及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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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现在人们的生活压力大，每一个群体均面临各自不

同的压力，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我国精神疾病患病率总

体在增加 [1]。有数据显示，约 90% 的精神病患者并没有

在专科医院治疗，而是分布在社区、家庭进行康复 [2]。

社区康复在狭义上是对应在医院、福利设施入院进

行康复的概念。目前我国社区精神卫生防控工作还不能

够满足当前人民群众对于相关医疗保健的服务要求，还

面临着不少困难与问题，而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疗效与

各种康复措施呈正相关 [3]，因此更迫切需要引入包括社

会工作在内的多种手段来完善社区康复。

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理念是在 1958 年全

国精神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而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经建立了相关的社区精神康复中心，这也意味

着我国关于精神患者的社区治疗康复理念的提出较晚，

我国的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建设于改革开放后逐渐实施。

2018 年 3 月，民政部联合中央综治办、财政部、卫生计生

委、中国残联召开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残疾康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关于加

快发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的意见》，针对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面临的问题，提出提高我国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服务水平的基本路径 [4]。

工会承担着服务职工群众的使命，随着时代的发展

与进步，其服务范围进一步拓宽，职工的心理健康也得到

进一步的关注。在《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的意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1—2020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

工作的意见》等数份文件中，均对工会团体的建设提出

了不同的意见与建议，文件指出工会团体要就专业性的

人才进行吸纳，以更好地发挥团体工作的优势，更好地为

社会职工服务。工会社会工作进入社区后，与企业配合，

给患精神疾病的职工提供专业服务，取得一定的效果。

二、西方国家及我国香港地区的社区康复情况

精神病社区康复的兴起是以 20 世纪 50 年代“去机

构化”运动为背景的 [5]。此项运动伴随着抗精神病药物

的发展，提倡大多数精神病人最终能够回归社会；同时，

随着西方大部分国家社区精神卫生保健体系的逐步完

善，一些大型精神病院逐步结束扩张，开始在各个社区

设立分部门或者开设新的康复机构，精神病人逐步从医

院走向社区，企业的负担也相应减少。世界卫生组织在

1981 年就“以社区为基地的康复”提出了发展的理念，

主要是在社区中对患者采取相关的康复手段，通过护理

人员的技术操作以实现对患者的康复治疗 [6]。

社区医疗服务做得较有特色的包括英国及英联邦国

家，其主要的服务包括五点：情况最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

归属于急症住院部；而护理之家服务于以护理为主要内

容的老年精神障碍患者；老人院接待那些精神状况较好、

生活自理程度高一些的老年人；还有专为自理能力较高

的老年人而设的支持性住宅；以及只提供日间医疗服务

的机构 [7]。英国注重对社会工作者的培养使用，认为他

们社会工作者是服务社区康复的主要人员，在医院以及

社区中都对患者有着重要的护理作用 [8]。

美国在非院舍化运动后，其各州精神病院住院患者

数据锐减，从 1955年的 56万人，减到 2005年的 5.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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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康复过程中，重视精神病康复者的社会功能及生

活技能的恢复，在精神病康复者所处的生活环境中，挖掘

利用可以使用的资源，增强其独立生活和就业机会。社

区康复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综合性的服务而不仅仅是个

案管理，社会工作者作为服务团队中的一员，在其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

我国香港地区的精神病院都设有专门的精神科社康

服务部，通过不同的方式与患者联系，将医院的护理服务

延伸到社区甚至患者家中；另外，还有外展服务，服务小

组由医生、康复师、社会工作者等组成，为社区内有需要

的病人及家属提供服务；在社区设置康复中心或者日间

训练中心，使精神疾病康复者可以重新回归社会，同时关

心其家庭成员的心理，减轻他们所承受的压力。除此之

外，还设置辅导就业服务中心提供后续的服务 [9]。香港

社区康复模式借鉴了很多西方的经验，形成了具有自身

特色的精神科康复服务。

香港社区康复模式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着优质的护

理服务，能够帮助患者进行生活环境方面的适应，以促进

其能够独立性的健康生活。病人在社区中的生活能够获

得一定的保障，且良好的康复模式能够帮助病人重新开

始新生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患者滞留医院的不

良现象。

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除却严重的病情需要住院治

疗，其余的康复治疗大都在社区康复中心进行，在此我们

有必要学习西方的社区康复管理经验，以更好地打造社

区康复品牌。同时，我们要将内地的社区康复进行宣传，

并丰富社区康复内容，为患者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务，以减

少患者家属的担心。在此过程中，社区服务人员要加强

与患者的沟通，以了解其具体需求，帮助其更好地进行健

康恢复。

三、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总体上仍处于

起步阶段，对于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康复开展并不顺利。

一方面由于对其认识不足，认为只要做好了治疗工作、宣

传工作、家属工作即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医护人员以及

社工人手不足，无法有效开展社区康复工作；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的因素导致目前社区康复存在着较多问题。

（一）重宣传，轻康复

目前，我国在社区开展了一些精神疾病防治康复工

作，工会系统也比较注重职工的精神健康宣传，但对于精

神病康复者的社会康复很少涉及，很多精神卫生健康知

识过于专业，精神病康复者及其家属无法很好地理解其

中的内涵及具体的操作方法，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重药物，轻精神

有的企业对康复后的精神病患者认识不够全面，不

能公平对待患过精神疾病恢复之后的职工，错误的认知

理念使这些职工形成一定的心理负担。康复的精神病患

者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生理、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

需求，这也就要求我们要加强对患者的心理引导。但在

现阶段的治疗中多是采用药物治疗，注意减轻其症状表

现，而轻视了其心理精神方面的慰藉，在恢复之后也没有

较好地融入社区生活。

（三）重家庭，轻社区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社区精神病患者多躲藏在家庭背

后，很少有在社区公开抛头露面的，有时候同一栋楼的邻

居都不知道自己身边还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即使知道了也

是躲避居多。由于社区的机构不健全，许多患者的康复需

要跑很远，这样一来，社区承担的照护内容极为有限。

（四）重治疗，轻“康复”

我们通常讲的“康复”，实际上是精神疾病患者们回

归社会，回归工作，尤其是回归工作发挥自身价值这一点

对于精神病康复者尤为重要。但是目前做到的仅仅是第

一步，也就是身体恢复，在回归其所属社区群体方面，还

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四、精神病人社区康复中工会社会工作的介入

2018 年，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社区康

复对于精神病人的重要作用，以及社区开展服务的基本

手段与途径。这一政策的出台为我国社区康复工作提出

了硬性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精神疾病防治

工作的开展。《意见》明确提出精神疾病的康复不仅包

括患者，还要顾及家庭、单位和社区等。精神疾病的发生

除却患者的自身因素，还与患者的生活环境、亲属关系等

有着密切关系，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社会工作者在这类人

群的社区康复中较有优势。

社区护理人员作为有效提高精神病患者健康水平的

重要因素，在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在具体工作中，护理人员要结合患者的心理状态

与生理需求开展护理工作，并结合其家庭特点开展康复

工作。

工会社会工作者进入社区，在“助人自助”理念的

指引下对需要帮助的患精神疾病的职工和弱势群体进行

帮扶，对于防范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化解

基层矛盾纠纷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社会声誉、

得到了民众认可、获取了政府支持。

首先，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方法上重社区，兼顾院舍。

社工采取不同于医生的工作方式，更多考虑病人的心理

与生活需求，可以与医生和护理人员共同组成治疗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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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链接社区资源，将精神疾病职工引导出家门参与社

区活动。在与医生和护理人员合作的过程中，用更容易

让患者及其家属接受的语言，将医嘱更好地传达及实施，

担任了中间纽带的角色，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让患病职

工及其家属可以感受到企业与医护人员对他们的关心与

照顾，从而恢复健康，重新投入到生产生活当中。

其次，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对象上重网络，兼顾个体。

在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工会社工对患者的支持不仅

仅是针对职工本人，关注视角在更宏观的社会支持系统

当中，以点带面，有助于环境的改变。工会社会工作者的

介入是在精神病康复者的日常生活中展开的，除了涉及

患者本身之外，还包括家庭成员，相关的同事、朋友、亲属

等，改变其生存的环境网络，从而影响到精神病患者个

人。拓展介入对象之后，患者就不会因为离开医院这个

环境而使得疾病容易复发，环境的改变使得治疗效果更

加持久。

再次，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目的上重整体，兼顾部分。

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目的不仅是服务对象的身体康复，还

包括其社会关系的恢复，以及社会功能的发挥，最终促进

其正常的工作生活。精神病康复者长期的治疗使其大多

脱离了原有的生活圈子，缺乏正常的社交网络，同时也惧

怕外界环境对其歧视和不公，不敢迈出家门，畏首畏尾，

导致其家庭生活不和谐，引发诸多家庭问题等。因此社

会工作者的介入目的并不“单纯”，应更多注重其生活的

重建，引导他们走出家门、走向社区，进一步回归正常的

工作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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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西南革命精神是浙西南人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伟大革命精神，遂昌革命是浙西南革

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浙西南革命斗争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对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着

关键性的影响。遂昌革命是浙西南革命精神的重要源泉，为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首创性要素，是浙西

南革命精神在斗争中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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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建立了第一个地

方组织，至 1949 年 5 月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

浙西南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以为民请命为已任，以建立新中国、创建共产主义社会、

走向幸福生活为理想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其精神内涵在

于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其中，遂昌革命史在

浙西南革命斗争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对浙

西南革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关键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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