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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汶川地震灾区受灾群众心理援助工作的通知  

 
(卫办疾控函〔2010〕343号)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

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甘

肃省卫生厅（局），深圳市卫生局： 

  2010年是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关键年和决战年。为贯彻《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和落

实《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关于恢复重建精神家园的工作要求，加大力度做好灾区群众的

心理援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领导 

  各地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灾后心

理援助工作对促进受灾群众心理康复重要意义的认识，将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相结合，将恢复重建医疗卫生机构的硬件设施建设和开展医疗卫生业务对口支援与培养提高受灾地区

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心理援助工作能力相结合，做好灾后心理援助工作。 

  二、因地制宜，逐步推动工作向长期深入方向发展 

  各地要加强对各类灾后心理援助项目的管理，在完成项目工作的基础上适当整合，加大基层人员

培训的力度，在精神卫生人力资源短缺的地区还应当有计划地加强地市级和县级专业人员培训，逐步

建立完善地方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网络。承担医疗卫生业务对口支援的省、市，应当结合对口支援县

（区）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需要和当地精神卫生人力资源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方式尽快提高受灾地

区心理康复服务能力。 

  现阶段，一方面要继续开展心理康复的健康教育和宣传、高危群众心理疏导、灾后重建一线干部

心理保健培训和心理减压疏导等工作；另一方面应当及时总结震后2年来各级政府在灾难应急响应的心

理救援、在灾后实施心理康复服务的组织管理、技术措施和方法等方面的工作经验与成效，有条件的

地方应当进一步开展科学评估，并注意开展较长期的随访研究，以促进我国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不断完

善和提高。 

  三、统筹协调，发挥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技术核心作用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建立部门间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合作机制，选派精

神卫生专业人员为其他部门开展灾后心理康复服务提供技术指导，联合学校、企业、社区和有关社会

团体和组织，共同实施心理康复服务。 

  四、细化管理，加强特殊时段、重点人群的心理康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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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应当重视在灾后周年纪念日等特殊时段，特别做好重点人群（如受灾惨重的家庭、子女亡后

再育未成功者、残疾的学生）的心理康复服务。各地在组织“5·12”地震2周年纪念活动中，应当体

现灾区政府、群众在恢复重建中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悼念活动要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可选择组织人

员到集体掩埋墓地悼念、表彰心理援助工作先进、组织精神卫生和心理学专业人员与受灾群众的互动

活动、媒体宣传等活动内容。 

  媒体宣传应当重点强调灾后重建带来的生活新变化和灾民生活新风貌、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经验和

典型人物或事例、科学看待和正确处理灾后心理问题等。宣传中要注意避免过分渲染或夸大灾后心理

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宜对个别案例（特别是自杀案例）做深度报道，避免突出介绍具体的心理康复疗

法，不得违背心理援助的伦理学原则泄露出现心理问题人员的个人信息等。 

  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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