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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取暖 心中那缕光愈来愈亮

6月26日下午，卫东区五一路社
区河西社区院子一角，木质花坛内花
草长势正旺，几人站在花坛旁说笑
着。室内，半月一次的“家庭支持会”
正在进行。

主持这场家庭支持会的社工是
米丽霞、刘红，在一起交流的是10多
位精神障碍患者家属。

“瞧见没？外面和人有说有笑浇
花的是我儿子。我不说，你能看出来
他有病不？”张先生指着窗外给花草
浇花的儿子阿康（化名），很是开心。

阿康今年36岁，自20多岁患上
精神分裂症后，便脱离了社会，成天
待在家里，不爱说话不爱动，有时情
绪和行为难以控制，生活几乎不能自
理。

阿康是进入“喜乐之家”的最早
一批“家人”之一。看到一丝希望的
张先生心急火燎，在一次家庭支持会

上首先求助：“想个啥办法让他走出
家门，不然人就废了！”

其后儿子身上的点滴变化，让张
先生心中的那缕光越来越亮。

在张先生看来，除了爱心和耐心
外，康复中心的社工很善于发现人的
优点。刚来这里时，儿子对啥都不感
兴趣，很少说话，更不回应别人。米
丽霞、刘英等人观察到他很勤快，便
给他提供工具，鼓励他大胆尝试，比
如浇花、擦桌子，即使他做得不太好
也大声夸奖他。渐渐地，阿康从当初
的很少说话到点头示意回应别人，再
到如今的爱说爱笑、见面主动跟人打
招呼，就像变了一个人。

“精障患者大多与家人同住，并
依赖家人的照顾，这给其家人带来的
压力和负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家
庭支持会一般半月举行一次，大家同
病相怜，抱团取暖，一方面可尽情发

泄心里的负面情绪，不用担心被指指
点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了解他们的
需求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米丽
霞说。

有一次，一位家长无意间提到，
他儿子虽患有抑郁症，但手很巧，平
时喜欢用积木拼装玩具。康复中心
专门安排了一间手工室，在醒目位置
摆放这个孩子的作品，还请他当老师
教别人拼积木，让这个孩子很有成就
感。

胡女士在会上说起女儿时则泪
如雨下：两年前，她的女儿佳乐（化
名）因学业受挫出现幻听、淡漠等精
神症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在
一小区做清洁工，父亲患脑梗生活不
能自理，家庭陷入困境，近期佳乐的
病情反复但家中无钱为她治疗。“喜
乐之家”特地为佳乐提供了 9000元
医疗费，将其送到医院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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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每一个精神障碍患者背后，都

有一个心酸的故事。他们中的多

数人，经历着发病、治疗、病情稳

定、再发病、再治疗的循环。他们

的家人也与他们一样，遭受着无尽

的煎熬和痛苦，苦苦地在黑暗中寻

找光明。

今年6月15日，卫东区五一路

街道河西社区“喜乐馒头工坊”庇

护性就业实验项目正式投入运

营。作为我市首个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中心——河西社区“喜乐

之家”的第一批“家人”，50多名精

神障碍患者在专业社工的贴心陪

伴和帮助下、在筹备喜乐馒头工坊

的过程中与家人努力前行，慢慢重

塑自信、回归家庭、融入社会。

6 月 27 日，喜乐馒头工坊内，社
工与工坊员工一起分包馒头。

6月27日上午，卫东区东工人镇
街道东湖社区喜乐馒头工坊内机器
轰鸣，几名员工正在生产线旁忙碌；
紧邻的蒸制车间内，一个个馒头在蒸
汽氤氲的蒸箱中露出白白胖胖的身
子，一股馒头麦香味扑鼻而来。

21岁的阿红（化名）呵呵手，从蒸
箱内拿出两托盘馒头放在操作台
上。2个或4个一组分包装箱后，阿
红用电动车载着这些馒头来到工坊
附近一居民小区门口，熟练地支起摊
子，开始售卖。

“太好了！我代表他爸、代表全
家谢谢你们救了俺闺女。”看着手机
上社工发过来的阿红装馒头和卖馒
头视频，阿红的母亲袁女士喜极而
泣，迅速编辑了一条短信发了过去。

10多年前，技校毕业的阿红患上
了抑郁症，不是在家玩手机就是睡
觉，还爱无缘无故乱发脾气，生活自
理能力差。几个月前，袁女士还在为

“找不来婆家、工作没人要”的女儿操
碎了心，想着“大不了养她一辈子”。
现在，阿红不仅顺利走出了家门，还
有了一份工作，“是‘喜乐之家’挽救
了俺闺女！”

河西社区“喜乐之家”成立于今
年3月，这是我市首个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中心。

袁女士至今还记得“喜乐之家”
负责人朱喜红第一次到她家走访的
情景。那天，阿红冷冷地瞥了一眼朱

喜红，便一脸麻木地走开了，连声招
呼也没打。

细心的朱喜红很快发现了阿红
身上的优点：拥有中专学历的她会写
文章，智能手机玩得很溜，头脑也很
灵活。

朱喜红决定把阿红培养成一名
志愿者。每次组织活动，朱喜红都让
阿红帮忙策划、采买，负责通知、动员
其他同伴前来参加活动。受到“重
用”的阿红脸上露出了多年未见的笑
容，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很快成为志
愿队伍中的骨干。

6月 15日，喜乐馒头工坊投入运
营后，阿红成为工坊员工，第一次有
了自己的收入。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的目标

是促进精神康复者回归和融入社会，
重点改善和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社
会适应能力及就业能力。朱喜红说，
馒头工坊是“喜乐之家”创新摸索出
的“简单技能+康复”形式的庇护性就
业实验项目，配合心理治疗，引导部
分轻症精神康复者生产和销售馒头，
这样既能减轻精康患者的家庭负担，
也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觉得自己没
有被社会抛弃。喜乐工坊自 6月中
旬正式运行以来，先后在市区团结路
社区北团小区、市长途汽车站、五一
路、沁园小区等处设立了9个卖馒头
点，日生产馒头2000余个，基本每天
都能卖完。

目前，这个项目已帮4名“阿红”
找回了自信，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只“治愈系”馒头
取名“喜乐”

“喜乐之家” 探索社区精康新路径

2022年 12月29日，民政部会同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
印发《关于开展“精康融合行动”的通
知》，拟利用三年时间，提高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服务质量和水平，为精神障
碍患者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
的基本康复服务，增强精神障碍患者
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以下简
称“三年精康行动”）。

在朱喜红看来，每个人都不是一
个孤岛，精碍康复者也不例外。为让
他们放下内心的不安，重拾生活信
心，“喜乐之家”正在探索推行个性
化、阶梯式康复服务，在行动中告诉

每一位家人，不要忘记自己是社会
人，未来也要在社会生活中积极疗愈
自己，实现自我价值。

“社区是康复之路，喜乐馒头是
回归之路。精障患者的社区康复需
求很大，我们不仅要‘输血’，更要‘造
血’，如何将‘喜乐之家’顺利持续运
营下去，这也是我们探索前进的方
向。”据卫东区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张
红杰介绍，为响应国家“三年精康行
动”，我市采取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
务的方式，由卫东区民政局、五一路
街道、东工人镇街道、喜乐社工组织
联合设立了“喜乐之家”。通过推进

和实践个案管理、精神运动康复等
“精康工作六步法”服务模块，帮助精
障患者重建自我认知、社会认知，发
展人际关系，促使他们早日回归和融
入社会。

不断满足精障患者多层次、多样
化社区康复服务需求，“喜乐之家”探
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实新路径。
截至目前，“喜乐之家”已经成功提供
线上线下康复服务3496人次，入户探
访106人次，物资帮扶313人次，个案
扶持25人次，跟进服务168人次。一
个“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正逐渐形成。

工坊员工与社工在分装馒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