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精神康复工作计划(优质5篇)
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我们的工作又迈入新的阶段，请一起
努力，写一份计划吧。我们该怎么拟定计划呢？以下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精神康复工作计划篇一

残疾人康复工作涉及医疗保健功能训练、救助等方面的工作
内容，为务实开展残疾人康复工作服务，使他们的需求及时
得到相应的抚慰，现将20xx年度工作计划安排如下，请认真
贯彻落实。

一、落实全民卫生康复，建立健全康复效益。全县的医院、
乡镇卫生院、农村医疗点，都要开展康复服务工作，并设立
站牌，此项工作由卫生部门负总责，残联给予协助。

二、大力开展残疾人康复救助活动。具体内容有：

1、开展白内障手术医疗救助活动。

2、开展残疾人用品用具的救助活动。

3、开放康复训练免费活动场所。

4、积极为安装假肢需求的残疾人提供服务。此项工作由残联
负责。

三、开展康复管理技术人员的培训班。此项工作由残联负责。

四、开展肢体聋儿的康复训练及教育工作，由残联、教委负
责。

五、民政部的完成彩票公益金对残疾人康复手术的任务。



六、大力开展康复知识的宣传活动，利用助残日、爱耳日、
爱眼日上街宣传，推广康复科普知识，起到对残疾的早预防、
早治疗。

精神康复工作计划篇二

为深入贯彻《_精神卫生法》，落实《的通知》文件精神，进
一步提升我乡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
身心健康，经乡党委、政府研究，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
年度工作计划。

1、成立全乡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小组，分管副乡长何小苇任组
长，各村（居）民委员会、乡卫生和计生办、卫生院、综治
办、民政办、残联、司法所、派出所、老龄办等部门为成员，
上述部门负责人参加全乡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联席会议制度。
具体事务由乡卫生和计生办负责，联席会议每季度至少召开
一次。

2、里坪村、岩埝村成立关爱帮扶小组，村主任任组长，民警、
民政、残联工作人员和村医、志愿者为成员。具体事务由村
医负责，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关爱帮扶小组会议。

1、加强患者登记报告。各村（居）民委员会、乡卫生院、综
治办、派出所、民政办、残联等部门要加强协作，全方位、
多渠道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日常发现登记和发病报告。村
（居）民委员会可按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家属请求协助其就医。

2、做好患者综合登记。乡卫生院要配合乡人民政府、派出所，
及时转诊精神病人到专业机构进行规范治疗，病情稳定后回
到村（社区）接受精神科基本药物维持治疗。乡卫生院要根
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建立并严格规范管理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档案，为其提供随访管理、危险性评估、
服药指导等服务。



1、乡卫生和计生办联合乡卫生院，通过“世界精神卫生日”
等活动宣传精神卫生知识。

2、乡卫生和计生办联合学校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知识讲
座。

精神康复工作计划篇三

20_年随着绩效考核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对重性精神疾病规范
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工作将
在原有的基础上，以绩效考核为中心，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的要求展开，加强兵团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
作，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任务，
积极开展好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使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获
得规范管理治疗，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本年度工
作计划如下：

1、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_版)》中《重性精
神疾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的文件要求，结合本团重性精神
疾病状况，制定干预计划和管理措施，并定期对干预措施实
施效果进行评价分析。

2、根据重性精神病患者服务规范及上级业务部门要求，对基
层卫生人员加强培训，提高重性精神疾病管理能力和业务素
质，规范重性精神疾病建档、随访和信息报告工作，以保持
资料的连续性，配合精神疾病专科医院逐步提高重性精神疾
病患者规范管理及治疗率，降低危险行为的发生率。

7、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今年将对精神疾病
患者免费健康体检，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加强各部门协作，
精心组织，力争免费健康体检率达到100%。此项工作在8月之
前完成。

9、进一步加大健康教育工作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



刊、大型活动等开展精神疾病科普宣传，发放健康教育宣传
资料。

10、建立健全考评机制，制定重性精神疾病考核标准，指标
量化，可操作性强，切实做到年中检查有记录、总结，年终
有评价报告，使我团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工作系统化、规范化。

11、团结协作，积极配合各专业工作，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为疾控工作努力奋斗。

精神康复工作计划篇四

200*年是“”规划实施的第三年，也是世界瞩目的奥运年，
同时也是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战略目标的关键
之年。使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得到就近服务，为了做好今年
残疾人康复工作，制定计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提高残疾人康复服务质量和服务面，确保20xx年残疾
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的实现。

二.目标和任务

1.采取多种形式对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进行康复训练，使他
们得到就近服务。

2.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发放残疾用品用具。

3.为视力残疾人配用助试器，为视力残疾人进行功能训练。

4.组织好“爱耳日“，“爱眼日”，“助残日”等系列宣传
教育活动，普及康复知识。



三.主要措施

1.提高我们康复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增强为残疾人服务的能
力。

2.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

3.入户走访了解调查，切合每位残疾人的实际情况，对他们
进行指导康复，转借康复，心理康复。

4.利用“爱耳日“，“全国助残日”等重大节日，采取上街
宣传，发放材料，板报，组织讲座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残疾
人康复工作的意义，普及康复知识和残疾预防知识，提高全
民的康复意识。

精神康复工作计划篇五

截止至今年底，我市共筛查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全市未发
生重大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事件。

一是完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服务组织机构。指导全市各县区
卫生行政部门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健全重性精神疾病防
治领导职机构，设立精防办，明确专人负责精神卫生工作。
二是做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工作。在各项目县区选择试
点单位，探索适合我市实际的工作模式，积累基层项目管理
工作经验，以便在全市进行推广。

（二）开展贫困患者免费治疗工作

开展对部分贫困患者给予免费的门诊药物治疗的工作。严格
按照规定，对享受免费治疗的贫困患者进行审核，并制定了
药品发放、管理流程，明确了各相关部门职责，保证药品发
放到患者手中。组织精神卫生专家组对昌黎县和海港区申请
免费治疗的患者进行入户诊断复核，避免因不了解病情而发



生用药不符等情况发生，确保了患者的用药安全。

（三）加强精神卫生管理工作

一是召开全市精神卫生调度暨培训会议。总结了全市重性精
神疾病防治工作，分析全市精神卫生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对下步工作进行了部署，并对全市卫生行政管理人员、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的精防人员进行了工作培训。提高
各级各部门对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视，进一步明确责任、落实
任务，形成了防治工作合力。二是对686项目县区进行督导培
训。解决了项目县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交流了好的经验做法，
为保证全市686项目工作长期、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三是印
发了《关于做好686项目的通知》的文件。制定了完善的工作
流程，明确了各级职责和工作方法，提出了工作要求，为更
好落实686项目工作打下了基础。四是精心组织搞好10月10
日“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反对歧视
精神疾病患者，为患者回归社会创造良好氛围。五是向市政
府递交了《关于成立重性精神疾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的请
示》。目前已经获得批准，正是文件即将出台。

该文件有效加强与人社、公安、民政、残联、红会等部门之
间工作沟通协作，明确各部门职责，共同做好重性精神疾病
防治工作。

尽管我市的精神卫生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但由于多方面的
原因，在卫生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困难，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别单位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项目实施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工作开展不流畅，个
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还没有成立重性精神疾病防治工作领导
小组，没有专门人员具体抓工作。

（二）从专业技术角度讲，县区级没有防治专业机构和人员，



各县区医院均没有设置精神卫生科，尤其是基层乡镇卫生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更是缺乏可以随访、管理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的专业人员。

（三）精神疾病防治工作要求政府的高投入与目前防治经费
投入严重不足之间矛盾突出。

（四）全社会对精神卫生工作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部门之
间领导和协调机制尚不健全，开展精神卫生工作困难重重。
以上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下一步工作中认真研究解决。

20xx年是我市精神卫生工作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年我们的
主要任务是，以加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和治疗为重点，
大力开展关锁重型精神病人解锁行动，完善精神卫生工作的
相关保障政策，提高患者的治疗率和管理率。

（一）以全市建立政府层面的领导协调机制为契机，形成工
作合力。我们要积极加强与人社、公安、民政、残联、红会
等部门之间工作沟通协作，明确各部门职责，共同做好重性
精神疾病防治工作。

（二）实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解锁工程。在全市实施重性精
神疾病患者解锁工程，采取适合我市实际情况的方法工作，
要争取新闻媒体支持，进行宣传报导，让广大群众和贫困患
者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