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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朵朵开，开几朵？桃花朵朵开，开

……三朵！”在海口市秀英区海秀卫生院的一间

活动室内，10名精神康复者围在一起，认真听

着社工的喊话，当数字“三”出现时，大家迅速

按照数字抱团。未能参与抱团或抱团数目不正确

的参与者，要接受半蹲5下的惩罚。

这是为社区居家精神障碍患者开展的第五期

手工能力训练活动，游戏极大调动了大家的参与

热情，现场气氛十分活跃。10人有男有女，年

龄各不相同，但大家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

游戏过后，开始进行手工锻炼。不同颜色的

彩纸依次分发，大家把对新年的祝福写在纸上，

在老师的指导下将纸折成爱心的形状。做手工的

过程中，社工和康复者之间的谈话围绕近期生活

展开，大家敞开心扉，说着自己的改变。说到高

兴处，以前不爱发言的阿健（化名）主动唱起了

歌。这是他第一次在活动上展示自己的特长，收

获了现场的热烈掌声和夸奖。

走出家门是精神障碍患者重返社会的第一

步。由于社交范围小，他们大多时候仅与家人交

往，几乎不出门，即使是邻居也鲜少攀谈，缺少

社会连接和关联的他们，长久限在小小一方天地

之中，宛如人在“孤岛”，离社会越来越远。

为帮助他们融入社区、回归社会及适应社会

环境，协助精神障碍患者增强或恢复其社会功

能，海口市秀英区润心精康服务站每周固定开展

技能训练活动，手工、社交、花艺……大家在这

些看似平常的活动中，锻炼表达能力、动手能力

和人际沟通能力，改变显而易见。有些人幻听次

数明显减少，融入社会的意愿和信心更强了。

除了训练，海口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

目还常态化开展户外团建活动。“比如说，到海

口市福利院的咖啡屋，一起学冲咖啡、品尝咖

啡；到海口人民公园、海洋馆等公共场所，开

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放松心情的同时，促进

他们跟伙伴们有更多交流，跟社会有正常的接

触。”海口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负责人

黎曼介绍。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是以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和

融入社会为目标，以改善和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社会适

应与参与能力和就业能力为重点，综合运用精神医学、康复

治疗、社会心理、社会工作、社区支持、志愿服务等专业技术

和方法，开展全生命周期关怀帮助、健康教育、功能训练、社

会支持，以提高患者健康水平的专业社会服务。

据介绍，海南统筹1500万元省级财政资金，支持18个市

县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实现市县精神障碍社区康复

服务全覆盖目标。当前，全省18个市县建立40个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场所，遴选16家专业康复服务机构承接开展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服务，建立康复服务档案4588人。截至12月20

日，已为152241人次提供康复服务。

2023年，海南省民政厅、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海南省“精康融合行

动”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提出要促进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提高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帮助

精神障碍患者逐步摆脱疾病、回归社会。

陪伴精神障碍患者

走出

“社区康复的目的是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和融入社

会，他们能够实现就业也是对康复效果的印证，这是我们努

力的方向。”黎曼认为，一个人患有精神障碍，往往拖垮的是

一个家庭，能够帮助其实现就业，就是挽救了一个家庭。

34岁的小康（化名），早年外出打工时曾误入传销组织，

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多次在海南省

安宁医院接受治疗。出院后，小康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家

中，几乎不主动参与任何社交活动，出行常需要家人陪伴。

“其实他不发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模一样。而且发病

时，也不会伤害别人，只会伤害自己。”小康爸爸说，儿子敏

感、善良，虽然家庭收入不高，但家人从未放弃过对小康的照

料。康爸爸常常与医生沟通病情、商量用药，鼓励小康勇敢

面对生活。今年7月，精康社工对小康走访入户，建立帮扶

关系。“我们聊了一下，发现小康对自己病情的认知比较有

限，因此自身康复的信心和动力不足，加上找不到工作长期

待业在家，对小康的心理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王小智说，

在和小康接触后，她根据小康想要就业的意愿制定了个性化

帮扶方案，在帮助他了解疾病、减轻恐惧的同时，鼓励他参与

社交技能训练，针对自身优势进行面试培训。

9月份，小康成功通过面试，找到一份安保工作，月薪

4500元。“他现在生活很规律，家和工作单位两点一线，下班

后还会和家里人分享自己工作时遇到的趣事。”康爸爸说，每

次发了工资，小康还会给妈妈上交一部分做家用，“他觉得自

己能减轻家庭负担，还能为社会所用，现在也没那么焦虑了，

我们作为家属，看到他有了生存的能力，非常欣慰。”

精神疾病因病程长、易复发、需长期服药等原因，不仅影

响着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也使患者更容易脱离社会群

体，因此，获得社会价值感是回归的关键。

当前，像小康这样成功就业的居家精神障碍患者，在海

口还是少数。黎曼坦言，多数精神障碍患者经过康复训练后

是可以回归家庭、融入社区生活的，但实现再就业确实存在

困难。一是康复后的精神障碍患者仍存在一定的病耻感和

功能障碍；二是社会公众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标签化。

在王小智看来，精神障碍患者由于疾病的特殊性，缺乏

社交和沟通，当社工介入后，随着一系列康复活动的开展，他

们的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把参与康复项目的精神障碍患者称为精神康复

者，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他们经过评估是可以外出参与一

些灵活性较强的工作。”王小智盼望着，随着社区康复工作的

不断开展，在多部门协作下，能有更多企业为精神康复者提

供就业岗位，帮助他们更好融入社会。

在海口琼山区建国路和琼州大道交叉口，一

栋临街的2层小楼里，是属于居家精神障碍患者

的康复天地——海口市琼山区润心精康服务站就

在这里，内设手工作业区、读报绘画区、体能训

练区、生活训练区、心理访谈室、沙盘游戏区

等，为精神障碍人群提供丰富多样的康复服务。

小林（化名）因交通事故对自行车产生心理阴

影，不敢骑车，生活多有不便。来到服务站后，

在社工、心理咨询师王道正的指导和帮助下，小

林在体能训练区的动感单车上开始了脱敏训练。

刚来的时候，小林骑不了几分钟就感到脚麻手抖

无力。通过几个月的训练，他现在可以持续骑30

多分钟。

与小林一样取得明显康复效果的还有小张（化

名）。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服药一段时间病情稳定

后，医生推荐家属带他到这里来做康复训练。社

工也主动上门，开导他走出家门，与他建立起关

系，取得他的信任。经过半年的康复训练，起初

不与别人讲话、拒绝参加集体活动的小张，已经

学会融入集体，主动与别人交流和沟通，偶尔还

参与到“麻将局”中。

“他们出院后往往没有专业人员监护，有些人

在家如果长期不服药，可能会造成病情快速退

化，更容易发病。通过到我们站点接受专业康

复、心理疏导、服药指导，以及社会化服务方面

的专项训练，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生活自理，提升

融入社会能力。”黎曼说。

据介绍，海口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

实行“一中心四站点”的服务模式，以海口市福

利院为“中心”覆盖四个区，创新服务模式，为

康复者提供专业的康复服务，为他们创造“家”

一样的感觉；联合民政、卫健、残联等多部门，

运用社工的专业知识帮助康复者进一步稳定病

情，使其与家庭、他人相处越来越和谐，并积极

融入社会，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充满希望。

当前，海南已在18个市县建设了40个康复

站点，通过搭建康复平台，为精神障碍患者打开

回归社会的出口。

孤岛孤岛

走进社区的“家”
海南已在18个市县建立40个康复场所

融入社会
帮他们实现就业是努力方向

新闻多一点

精神康复社工带领居家精神障碍患者开展热身游戏。

海口市琼山区润心精康服务站内设置的心理访谈室。

记者（左
一、左二）在
海口市琼山
区润心精康
服务站进行
蹲点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