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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党员初心、勇担医者使命
市精神卫生中心助力精神残疾患者脱贫奔小康

刚刚过去的第三十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是“助残脱贫、决胜小康”。说到残疾人，很多
人都会想到视力、听力、言语、肢体等有损伤的人，其实精神残疾也是其中的一类。

“精神残疾患者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典型群体。每一个精神残疾患者的背后，
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走进他们的内心、倾听他们的故事，用专业的
精神康复技术、用医者的仁心大爱，为这个故事续写一个美好的新篇章！”无锡市精神卫
生中心精神康复科主任、临床第四党支部书记李达表示。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只要坚持康复治疗，精神残疾患者也可以活出精彩
的人生！”李达表示。多年来医院精神康复团队砥砺前行，除传统的药物治疗外，党员带
领干部群众，积极开展非药物治疗，创立具有无锡特色的精神障碍患者“综合性支持性
就业模式”，与传统封闭治疗模式相比，患者病耻感减轻，服药依从性好，自知力、独立生
活能力明显提高，复发率、肇事肇祸率明显下降，因病受损的社会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
恢复，一些精神残疾患者由此而找到了工作，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让人生重回正轨。

而每天与这些精神残疾患者相处时间最长，帮助患者矫正多重功能障碍、走出人生
泥淖的，是一群作业治疗师们。“我们服务于全院千余名患者，帮助患者解决‘社会—生
理—心理’问题，同时还为全市各社区提供精神康复服务，并组织党团员志愿者定期开
展公益健康惠民服务，助力全民心理健康。”临床第四党支部委员、作业治疗师王未未表
示，作为一名党员，“急患者之所急、应病人之所需”是医者应有的初心与使命，他们的目
标是帮助患者最终实现回归社会、回归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小冰（化名）是一位初三在校女生，常
觉得自己“无用”“是个累赘”，存在自伤自
弃行为，入院诊断为“情绪障碍”。经过初
次访谈，精神康复团队为小冰制订康复治
疗方案，即通过药物治疗结合社会心理康
复治疗，帮助小冰尽早重返校园生活。

在小冰积极配合药物治疗的同时，钱
维治疗师长指导实习治疗师乔挽承对小
冰的情绪进行了全面的评估，采用认知行
为疗法、辩证行为疗法，帮助小冰以正确
客观的心态面对疾病，提高其对心理健康
重要性的认识。渐渐地，在治疗师们设计

的“淘乐喜街”等作业活动中总能看到小
冰的身影，笑容也日益回到她的脸上。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
有些与家庭有很大关系”，治疗师乔挽承发
现小冰母亲对孩子过度控制和权威化，于
是指导小冰母亲与孩子理性沟通，建立良
好的家庭氛围，提高小冰的家庭支持系
统。小冰感受到母亲的变化，出院时表示

“我觉得妈妈变了，变得更和蔼可亲了，能
倾听和尊重我的想法了”。小冰出院后，治
疗师乔挽承还继续与小冰保持联系，定期
跟踪随访，帮助小冰能更好地适应校园生活。

认知行为训练
让“地震”的情绪得以重建

药物处置技能训练
向藏药、漏服说“拜拜”

“一天三顿吃药，每次都要我盯着，我
一有事情忙，忘记喊她吃药，她就不吃
了！”近来，患者小芳（化名）的家属发现，
小芳在家中服药存在不规律的问题，服药
缺乏主动性，对自己吃的什么药也弄不清
楚，有一顿、没一顿的服药，导致疾病时有
复发。

作业治疗师陆江波对小芳的情况进
行评估后，邀请她参加药物自我处置技能
训练。训练过程中，陆江波从教导小芳识
别每种所服药物的外观和剂量开始，使小
芳学会如何遵医嘱服药。“一开始并不是
那么顺利，我们要一次又一次反复强调经
常漏服药物以及忘记服药所导致的不良
后果，教会他们运用一些可行的方法提醒
自己按时服药，从而保证服药的规律性”

陆江波表示，为解除患者担忧，针对每种
药物可能出现的副反应及应对措施，她们
也会进行详细的介绍，不断提高患者服药
的主动性。

陆江波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随访发
现，小芳忘记服药和漏服药物的次数明显
减少。自己能独立服药，不需要家人的提
醒，小芳的自信心显著增强，家属也表示
满意。

社交技巧训练
让患者迈过心里那道“坎”

29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小陆（化名），
在与人交流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社会退
缩和社交技能缺陷，“简单地说，就是不会
交朋友，只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样
显然不利于患者回归社会”。经一系列专
业评估后，作业治疗师长钱维发现，小陆
在社交方面主要缺乏与人沟通的信心、社
交技巧相关知识以及沟通的环境。

治疗初期，钱维对小陆进行人际沟通
自信心训练，通过认知疗法矫正小陆对自
身的错误认知，使用朋辈支持技术对小陆
的社交进行正反馈。小陆在钱维和其他
患者的帮助下，逐渐认可自身的能力，重
拾社交的信心。同时，钱维还为小陆设计
大量的社交技能训练，比如倾听、发起对
话、维持对话的技巧，不同情景下的沟通

话题等等，极大地丰富了小陆的社交技
能。钱维还在院内举办多种活动，为小陆
创造支持的社交环境，帮助小陆与病区内
其他患者建立互助小组、组建角色扮演小
组等，“只有迈过了那道‘坎’，不再封闭在
自己的小圈子里，才能更好地走向社会，
找到工作”。

如今，小陆的社交技能明显提升，还
萌生了出院后找一份工作的想法，钱维对
小陆的康复情况也比较满意，将为他制订
下一阶段的职业康复训练计划。

独立生活技能训练
不止学会洗衣、做饭、购物那么简单

疫情使就业技能本来就比
较脆弱的精神残疾者遇到了新
问题。“对于精神残疾者，我们
所要做的是努力降低新冠肺炎
疫情对他们的影响，给予他们
关心和关爱！”作为党支部书
记，李达给支部全体党员下达
了这样一个小目标。

30多岁的小方（化名）年前
从事报关工作，病耻感加上同
事的排挤，使他产生了人际交
往障碍，不得不离职。他想着
调整好心态，过年后再找工作，
可是疫情一下子打破了这一计
划。想着自己就业无着落，心
情又焦虑了。治疗师王未未根
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开展职业技
能训练，一方面增强他的自信
心，另一方面培训他网络就业
技能，为他找到了一份淘宝网
发放优惠返利券的工作，并指
导他如何吸引客户。目前，小
方既有了工作，工作时间也有
弹性，人际关系也比较简单，不

会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他感到
非常满意。

“精神疾病患者过了急性
期后，康复一定要及时跟上。”
李达提醒，一些患者出现精神
疾病后没有意识到病情的严重
性，或者碍于面子而忽略了康
复，对尽快融入社会是不利
的。他希望社会要更多地接纳
这些患者，共同来提升他们包
括就业技能在内的各项技能，
让他们能够在自食其力中提升
自信，共同减少残疾的发生，减
轻家庭及社会的负担，合力“助
残脱贫 决胜小康”！

（经纬）

“帮帮他吧，生病后他变得
越来越懒了，不仅洗衣、做饭不
行，现在甚至自己洗头、洗澡都
懒得弄，我又没时间一直在家
照顾他”，小志（化名）患病后常
年病休在家，生活懒散，独立生
活能力差，令家属头疼不已，于
是送其来院康复。

治疗师李雨洁对其进行独
立生活能力评估，结果显示小
志在洗衣、做饭、个人卫生等日
常生活事务方面都存在问题。

针对以上的情况，作业治
疗师李雨洁通过代币治疗来激
励小志独立生活的热情，制定

清晰的目标，教导他洗衣、做饭
等一些独立生活的技能，并引
导他运用到实际生活中，逐渐
帮助他达成预期行为。此外，
还定期设计各种活动，例如通
过“寝室文化节”来激发小志打
扫房间卫生、整理物品等日常
生活料理的乐趣，并在他周末
回家的时候，布置一些家庭任
务，让他做一道在医院学会的
菜式，给家人品尝。

通过两个月的住院康复，
小志不仅能够自己洗衣服，独
立乘坐公交车，独立购买物品，
还学会制作6道简单家常菜。

职业技能训练
助患者自食其力捧牢“饭碗”

“全国助残日”之际，为帮
助更多患者“助残脱贫 决胜
小康”，所有经急性期治疗、病
情稳定处于恢复期的精神或

心理障碍患者，本月凭此报
刊，可至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康复科免费进行一次精
神康复评估及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