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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时，他们必须去相对封闭的环境接受治疗。而病情
稳定或康复后，他们很渴望再次回归社会、正常工作，这
是精神障碍患者群体的真实写照。

宁波一直尝试破解精神障碍康复患者“回归社会”的
难题。那么，在实践中，这从家庭或医院到社会的“最后
一公里”，该如何打通呢？

民政部、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
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17 年 10 月联
合印发 《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发展的意见》。《意见》 指出，到 2025
年，80%以上的县 （市、区） 广泛开展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在开展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的县 （市、区），60%以上的
居家患者接受社区康复服务，基本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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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 指出，社区康复服务是精
神障碍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
应能力，最终摆脱疾病、回归社会的重

要途径，是多学科、多专业融合发展的
社会服务。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发展，是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努力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
复服务”目标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坚持预
防、治疗、康复相结合的原则，补齐精
神卫生康复体系短板的必然要求，有利
于预防精神障碍患者致残致贫，有利于
促进患者家庭减轻负担、精准脱贫、加
快全面小康进程。

《意见》明确，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服务发展，要以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需求为本、强化服务，统筹推进、分

类指导为基本原则，发挥政府在规划制
定、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监督管理等方
面的主导作用，以促进精神障碍患者生活
自理、回归社会为最终目标，将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工作纳入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整合拓展医学康复、教育康复、职业康复、
社会康复等专业服务，加强顶层制度设计
和科学布局，分类指导，精准发力。

《意见》 提出，要逐步打通医疗、
康复服务循环梗阻。充分应用信息化手
段，提高社区康复资源数据共享与交换
的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加强精神障碍
治疗与康复资源的整合协调。支持家庭
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强化家庭监护主
体责任，构建社区支持网络，创新政策
支持体系，不断巩固和增强家庭照护功
能。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建立技术指导
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管理，推动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服务规范化、标准化、专业
化发展。

（王佳）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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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精神病院，最先浮上人们脑海
的，会是什么？

日前，记者去宁波市精神病院采访，
一进院区，就注意到了位于大门右侧的
阳光超市，超市门前的黑板上写着新鲜
甘蔗的促销信息，门内，日用品、零食、饮
料……3名工作人员正忙着上货。

“您要买点啥？我们新到了很多东
西。”看见记者走进超市，其中一名店员
立即停下手里的活，跑过来笑眯眯地打
招呼。他姓王，是这家超市的“老板”。如
果不是医院康复科的工作人员介绍，很
难把这个表达清晰、笑容可掬的男人与
精神病人联系起来。

实际上，他确实是这里的休养员。多
年前，他在自家镇上经营水果生意，后来
因为劳累过度等原因产生幻觉，一度觉
得周边人要加害于他，家人便将他送医
治疗。因为其间有过反复，他被家人送到
这里接受更为系统的康复治疗与训练。

“精神康复的目标是全面康复，不仅
要控制病理性症状，还要让他们真正回
归社会，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市精神病
院院长陈亚萍说。

如何助力这条“回归之路”？多年前，
市精神病院在传统精神康复的基础上，

开始探索医院与社区融合的模拟社会场
景康复模式，在院内创设环境，建立“社
区”，开出了超市、农场、画社、烘焙、手
工、缝纫等模拟生活的场景和辅助就业
岗位。

“经过康复评估的患者，可以在田间
地头劳作，可以在星空画室挥毫，也可以
在烘焙房里烤面包……学着重新了解社
情，学习各项生活、社交技能，提高自
信。”陈亚萍说，休养员从事这些岗位，还
能“赚取”一定薪酬。“尽管是一种‘过渡’
康复形式，但我们尽力让这个院中‘社
区’‘无限’接近社会。”

根据康复评估和本人意愿，阳光超
市由这位王先生负责经营，从进货、销售
到盘账都由他主导完成。这些年，超市在
他的带领下，蒸蒸日上。

“王老板，我来取甘蔗。”“今早就备
着了。”中午采访间隙，一名护士来取事
先预定好的甘蔗，两人还就甘蔗的品质
畅聊了一番。“在院区，我们倡导的是同
伴关系。”康复科科长高爱菊说，在这里，
他们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共同创造
价值的员工，也是我们康复团队中的盟
友，“大家一起同行，离回归才能更近一
步。”

模拟生活场景
把院区变成了“社区”

在星空画室，十几位休养员正专心
致志地作画，画面的线条、色彩，极具个
性和张力。

“他们的作品，水准并不低。”据医务
社工介绍，2017 年 7 月，休养员创作的
110余件作品在宁波博物馆展出，“这在
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2009 年，市精神病院将原生艺术引
入精神康复领域，又在 2016年邀请宁波
文化志愿者来到医院给休养员提供指
导，鼓励休养员自由表达内心世界。

“这幅寥寥数笔的‘小鸡图’，自诞生
以来，看到它的艺术师生们无一不喜，觉
得画风幽默而天真。”医务社工王芳芳
说，还有的画作，看似只是密密麻麻的线
条，却令人惊艳。

来自市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机构的
志愿者，选取了他们部分作品作为主体
元素，进行再设计，开发出众多衍生产
品。当日，在宁波博物馆展出的以他们画
作为“图文”的靠垫、胸章、丝巾、手机套、
雨伞、明信片等物品，得到了参观者的青
睐。那一次“试水”义卖，卖出了 5000 余
元。

“我们将休养员创作的作品，和以他
们的创作为主元素开发的产品，集合成
系列，名曰‘心之语’。”陈亚萍说，届时，

休养员回归社会后，若想从事网店等工
作，可从中“借力”。

记者发现，休养员的“作品”非常丰
富，废彩票制作的工艺品、贝壳拼出的静
物、细长纸条圈卷“组合”的装饰画、手刻
的纸质青花瓷……一件件，颇具艺术性。

“他们烘焙出的糕点，无论是卖相，
还是口味，都已达到可销售的水准。”高
爱菊说，园区的康复农场，在休养员的打
理下，蔬果也是大丰收，光是橘子，去年
就收获了近1500公斤。

“去年，我们还学种美国紫薇、铁皮
枫斗。”田间农作小组的组长老吴对未来
充满希望。这位曾让家人“束手无策”的
汉子，在农场作业中，学会了技能，更找
回了自我。

回归不是一蹴而就的，劳作与收获，
助燃信心和希望；合作与互动，提升各
项能力。现在，市精神病院的二期工程
已经开工在建，据悉，院里已有了一个
计划，新建大楼一层中的 1000 多平方
米区域，用作模拟社会场景的场地，

“精神障碍康复患者可以在这些工作室
创作、实践；精选的作品可以出售，包
括烘焙的糕点、种植的果蔬。”高爱菊
说，一来方便周边居民，二来可以使休
养员们更好地“成长”。

开发衍生产品
助燃信心和希望

在精神病院康复科大楼里，老郑这位
康复助理很受患者的爱戴，他甚至比大楼
里的年轻社工还要了解这里的休养员，因
为他自己就曾经是一名休养员。

十几年前，老郑从部队退伍回老家，
由于不适应突然的改变，患上了精神分裂
症，不仅成宿睡不着觉，情绪也异常激
动。入院一两年，他渐渐缓过劲来，见病
理性症状基本稳定，他出了院，还在老家
一家公司谋了个保安的差事，生活慢慢走
上了正轨。但“差异化”却还是体现出来
了。“不知怎的，他们知道了我有精神病病
史，后来我就丢了工作。”老郑说，“其
实，那个时候，我真的已经完全正常了，
很渴望融入大家。”

之后，他还是回到了宁波市精神病
院。“我不想出去了。在这里，谁也不会觉
得谁不一样，我甚至还能帮助他们。”今年
刚满 50岁的老郑已经想好了，他要在康复
助理的岗位上干到退休。

“你看，这些病例症状已经稳定的休养
员，几乎跟正常人一样，他们心态平稳，
也不会突然犯病，但是社会大众对精神障
碍患者还是缺乏足够的理解和关注。”医务
社工师说，尽管他们的“社区”越来越
大，康复治疗也越来越成熟，但病人和真
正的社会之间依然存在距离。

康复科的医生们介绍，当下，现代医
学模式正向着“生物——心理——社会”
的“全人服务”推进。对于精神障碍人士
而言，药物和心理治疗手段可帮助其疾病
康复，但真正让他们改善社会功能，需要
让其“走出家庭，融入社会”。

据国内一项调查显示，大众对精神疾
病的病因仍存在误解。对于严重精神障
碍，如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45.4%的居民
认为是患者“思想上的问题”造成的，很
少比例的人认识到精神疾病是一类存在着
生物学、遗传学基础的疾病，而归咎于个
人主观的问题。

2017年10月，民政部、财政部、国家
卫生计生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

《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意
见》。《意见》 指出，到 2025 年，80%以上
的县 （市、区） 广泛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服务。这让奋战在精神康复一线的工作
人员非常振奋。

“我们在院区建立‘社区’，模拟生活场
景职业化康复训练，就是想先一步探索，让
医院与社区之间更好地实现‘无缝对接’。”
陈亚萍说，这些年，医院打造的康复平台得
到了社会各方的支持，“希望今后能有更多
力量关心支持精神障碍患者的职业康复、潜
能开发，让社会歧视早日消除。”

真正回归依然艰难
期待更多的接纳和支持

记者 王佳
通讯员 梅薇 封平 文/摄

2016 年，上海启动实施“牵手社会，
与爱同行”职业康复实训基地。20余家企
业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签约，承诺成为

精神障碍者职业康复的“阳光实训基地”。
签约企业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共

同组建爱心慈善联盟，开发实训岗位，包

括：仓库管理员、面包房员工、物业管理
员、收银员、保洁等。在职业康复实训过
程中，上海市、区县精神卫生中心的社工
将筛选有就业需求和能力的精神障碍
者，同时对企业岗位要求进行预估，完成
双向“配对”。社工会连同精神科医护人
员进行定期随访，为障碍者提供持续性
就业跟进服务，最大程度保障其顺利踏
上实训或工作岗位。 （王佳）

上海为精神障碍者职业康复
提供“阳光实训基地”

延伸阅读

新闻内存

休养员的手工作品。

休养员户外写生。

休养员画作。

休养员的衍纸作品。

底图为休养员种植
的桔子丰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