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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心理康复之北川模式 

任雪梅 陈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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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JiI是5．12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灾后心理问 

题呈现复杂、多元等特点，为优化整合各种心理救 

助资源，北川I县人民政府于 2009年 4月 25 El成 

立了全国首个心理卫生服务县直机构——北川心 

理卫生服务中心，负责整合全县心理救助资源，组 

织实施、分类指导全县干部、群众及特殊群体的心 

理救助工作。 

经过四年多的尝试、借鉴与改进，北川 I、L,理重 

建工作初见成效，心理卫生服务逐渐步入规范化、 

科学化、普及化阶段，心理重建“北川I模式”基本形 

成。 

1 心理卫生服务供求评估 

心理卫生服务工作首要任务是心理服务供求 

状况评估 ，北川I心理卫生服务中心依托行政支持， 

对北川干部群众心理健康需求、各部门心理卫生 

服务情况、接受心理救助情况以及外来援助情况 

等进行全面调查评估。提示，心理健康服务供求 

呈现以下特点：①心理卫生服务需求量巨大，包括 

现实与潜在、主动与被动需求；②普遍认为通过向 

朋友、家人倾诉或者 自我调整来缓解心理压力是 

首选途径；③多数人不愿或者不能寻求专业心理 

干预，更愿意通过学习资料来了解心理健康知识； 

④心理健康知识需求主要偏重于如何应对挫折、 

如何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如何缓解压力，如何更 

好地了解自己，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等；⑤心理救 

助水平参差不齐、资源分配效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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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土资源建设与开发 

相对庞大的心理卫生需求，本土心理服务资 

源严重匮乏。而外来心理援助，由于经济支持、援 

助人员原有日常工作的限制等与援助长期性存在 

冲突，使得长期一I、L,理援助难以维继 J，所以培养本 

土化心理服务队伍是适应心理救助长期化特点的 

不二之举。本土心理卫生服务人员培养主要针对 

本地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其次是社区社工和基层 

乡村干部。北川心理卫生服务中心主导，以心理 

学和医学为主线，聘请高校等教育系统的心理学 

和社会学专家培训教师和社区工作人员，邀请华 

西医院和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等医疗系统专家培 

训医务工作者。依据前期评估结果，把以教师、医 

生、社工人员为主体的本土心理服务人员进行分 

类 ，要求具有心理学教育背景的人员接受高端培 

训，具有一般心理学知识者参加中端培训，其它一 

般人员学习心理学基础知识。培训形式包括专业 

培训、现场观摩、工作督导等。培训内容主要涉及 

心理保健常识、心理咨询基础知识及病例建档、识 

别、转诊等技能。迄今，在：lLJiI已先后组织培训教 

师400人次，社区干部 100人次，医务工作者 200 

人次。基本形成了以教师为核心的心理健康教育 

队伍，以医生为骨干的心理医疗队伍，以社区干部 

为核心的心理疏导队伍。这支队伍已成为北川心 

理应急的重要力量和常驻人员。 

统筹安排下，本土化心理服务队伍的工作涵 

盖了机关、学校、社区和医院等。在机关，心理卫 

生服务工作紧紧依托省委组织部、：ll'JII县委组织 

部等支持开展系列心理健康服务活动，如发起 

“5．25我爱我”干部关爱活动、“我运动，我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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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关爱活动月、心理健康讲座和心理团体辅导 

活动等。效果评估提示，这些活动既能有效缓解 

干部心身压力，又能了解干部心理需求；在社区， 

联合社工及 自愿者设立民间活动中心，如青草地 

成人身心康复中心、正轩公益等，提供中医推拿 、 

太极养生、心理咨询等服务；培训乡、村医生，建立 

个人身心健康档案和转诊机制 J。 

3 心理卫生服务网络建设 

以需求为导向，积极建立县、乡、村三级心理 

卫生服务网络，共设置心理卫生服务网点 60个， 

覆盖全北川县，其中学校心理卫生服务点 32个， 

医疗机构心理卫生服务点 22个，社区心理卫生服 

务点6个；绝大部分服务网点工作人员由医务人 

员、教师兼任，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点由社会工作者 

兼任。依托服务网络建立三级预防机制：面向全 

县所有师生、干部、群众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 

心理疾病预防等工作；对有一般心理障碍者开展 

心理辅导工作；对有严重心理障碍者开展心理治 

疗及转诊工作等。此外，加强心理卫生服务网络 

与各部门的横向联系，如与教育、民政、警察、妇 

联、残联、团委等政府相关单位及精神卫生专科医 

院，有利于全面、有效地保障心理卫生工作开展。 

4 心理服务资源优化配置 

充分利用外来与本土心理卫生服务资源是心 

理重建模式中的重要环节。北川心理卫生服务工 

作积极争取并获得大量管理与技术支持，各级教 

育与卫生主管部门为心理卫生工作发展方向提供 

政策咨询与指导；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单位为北川I心理重建工作 

提供专业技术指导；本地精神病院、工会、学校、社 

区为北川I心理重建提供人力支持。积极寻求并整 

合外来心理援助项 目，先后获得了儿童社会心理 

项目、中央补助汶JiI地震灾区心理援助项目、北川 

中学心灵花园等项目。明显缓解了本土心理援助 

资源不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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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普宣传 

调查提示 ，近70％的人员认为心理健康教育 

与科普宣传非常必要。为此，北川组织专家学者 

开发了系列形式多样的科普资料，如招贴画、折 

页、DVD、网站 、在线 QQ等，同时还开通了免费热 

线电话和心理卫生知识流动宣传车等。 

科普宣传中，特别注重以面促点，以点带面， 

点面结合的宣传理念。既针对整个受灾群体，充 

分考虑文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羌、汉、藏民族 

喜闻乐见的方式分别组织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又 

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群，如学生，选择性的引导全县 

中小学生健康上网，文明上网，科学上网，把“绿色 

网络意识”带进千家万户；对于干部群体 ，充分考 

虑到这个群体具有双重角色这一特点，即他们既 

是受灾者又是灾后重建的主力军，可能会承受更 

大压力，便与组织部一起针对干部群体开展团体 

心理辅导，如2010年 8月开展的关爱县直机关干 

部心理健康月，2011年的干部减压活动等；在医 

疗系统，对医护人员，尤其是有一线救灾经历的综 

合科人员重点进行科普宣传与心理干预等。 

回首过去，北川心理卫生服务工作历经坎坷， 

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北川I心理卫生服务中 15被 

中宣部、省委宣传部和省卫生厅誉为“5．12地震 

灾区心理援助”榜样单位，向全国推广经验，并被 

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记录片《奇迹》录制成灾后精 

神家园重建的绵阳唯一单位，被誉为“北川心理重 

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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