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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 任务内容 完成期限

1
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及有关活动，加强顶层设计和体系建设，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定，切实形成信息共享、联防联控、危机干预等工作规范，健全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帮扶体
系，开展心理纾解和干预服务。

7月底

2
确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心理服务试点项目名录，引导社会组织和支持心理咨询执业人员为公众提供心理健康教育与科普知识宣传，为有需求人群提供心理帮助、心理支持、心理调适等服
务，实现居民心理健康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65%以上，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0%。

7月底

3 结合辖区实际，安排符合心理健康服务要求的场所，设置必要的心理咨询室或工作室，畅通群众心理服务沟通渠道，及时了解和掌握社区居民心理需求。 6月

4
运用多种力量与技术手段实现线上心理关爱咨询专线全天候服务响应，及时有效为社区居民提供心理援助；线下建立分级分类服务管理制度，落实服务管理措施，同时针对线上咨询出现的
异常情况，发布预警信息并会同社区平安办、周家渡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取积极干预措施，预防和减少极端案（事）件的发生。

7月底

5 针对辖区心理咨询需求，每月、每季度、每半年对咨询情况汇总、归类、总结分析，形成心理服务群体综合风险评估及分级分类服务管理的对策建议。 7月底

6
建立健全标准化的心理稳定性评估系统，定期对社区内的特殊人群进行心理状态评价，并根据评估结果，对特殊人群进行实时心态预警，并通过制定个性化疏导方案，会同社区平安办、司
法所实现特殊人群个性化心理疏导覆盖率达到70%以上。

7月底

7
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提供心理支持、疏导帮扶、救治救助、关系调试等服务，降低犯罪率。对70%以上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除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外）规范管理率达到95%以上。

7月底

8
会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心理学普及教育和培训，全面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精神健康随访、危机干预、应急处置的能力。对个案、小组活动定期开展服务督导，持续
提高社会心理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7月底

9 协调组织制定工作方案 6月19日前

10 针对心理咨询中出现的异常情况，配合社区服务办采取积极干预措施，预防和减少极端案（事）件的发生。 7月底

11 管控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实现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达到95%以上。 7月底

12 配合社区服务办对重点管控人群加强心理疏导，实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涉邪人员、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的个性化心理疏导覆盖率70%以上。 7月底

13 信访办公室 结合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为有需求的居民联系社区服务办提供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情绪疏导、关系调试等服务。 7月底

14
宣统文化
办公室

组织基层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工作的社区宣传、舆论引导，促进社区各界人士和群众团体联合服务，依托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社区体育、社区科普、社区志愿者等多种途径实现社区心理服
务全媒体宣传。

7月底

15 总工会
在工会职工中积极开展基层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工作宣传，加强工会职工心理健康问题的关心关爱，配合社区服务办开展有需要职工的心理照顾和情绪疏导，配合社区党建办开展职工心理学
知识素养与技能培训。

7月底

16 团工委 在团员青年中积极开展基层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工作宣传，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心关爱，配合社区服务办开展有需要青少年的心理照顾和情绪疏导。 7月底

17 妇联 在妇女儿童中积极开展基层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工作宣传，加强妇女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关心关爱，配合社区服务办开展有需要妇女儿童的心理照顾和情绪疏导。 7月底

18 加强基层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工作，开展全过程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实现促成矛盾纠纷的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置、早化解。 7月底

19 配合社区服务对重点人群加强心理疏导，实现社区矫正人员个性化心理疏导覆盖率70%以上。 7月底

20 针对心理咨询中出现的异常情况，配合社区服务办采取积极干预措施，预防和减少极端案（事）件的发生。 7月底

21 配合社区平安办管控各类风险隐患，有效降低“民转刑、刑转命”案件发生率。 7月底

22 针对心理咨询中出现的异常情况，配合社区服务办采取积极干预措施，预防和减少极端案（事）件的发生。 7月底

23 配合社区服务办对社会工作相关人员开展心理学普及教育和培训提供人员与课程服务，提升精神健康随访、危机干预、应急处置的能力。 7月底

24 对居家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综合风险评估及分级分类服务，实现管理覆盖率达到95%以上。 7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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