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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全面振兴，不仅包含物质层面的振兴，更包含精神文化层面的振兴。加强乡村心理健康服务是促进

农村人民身心健康的重要一环，对于提振乡村民众的精气神、激发乡村振兴的内驱力、赋能乡村共同富

裕具有积极作用。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可以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顶层设计，构建农村居民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为农村居民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推动心理健康服务手段数字化，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心理

健康素养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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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s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encompasses not only material revitalisation, 
but also spiritual and cultural revitalisation. Strengthening rural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s an im-
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people, and plays a positive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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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fting the spirits of rural people, stimulating the internal drive for rural revitalisation, and em-
powering the common wealth of the countrysid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rural revitalisation 
strateg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top-level design to build a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for rural residents, popularise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among rural resi-
dents, and promote the digitisat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mong rur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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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民物质生活得

到保障，精神需求也日渐得到重视。乡村全面振兴，不仅包含物质层面的振兴，更包含精神文化层面的

振兴。生活富裕并不仅仅指农民物质生活富裕，也包含了农民精神生活富裕的含义。让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美丽家园，需要物质“振兴”与精神“振心”双管齐下，同频共振。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主

体作用，农村居民身心健康才能更好推动农村建设，因此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农村心

理健康服务就显得尤其重要，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村心理健康服务的必要性 

2.1. 乡村振兴对加强农村心理健康服务有内生性需求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需要缩小城乡居民综合

素质的差距，而心理素质提升则是居民综合素质提升的必要内容，是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切实提升亿万

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途径。以人民为中心是乡村振兴鲜明的价值导向，推进乡村振兴必

须坚持人民立场，促进农村人口的全面发展。社会心理服务作为一种主要由政府提供的新型公共产品与

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普惠性等特征，是一项事关民众健康、教育、医疗、发展等的民

生工程(吕小康，汪新建，2018)。着力推进乡村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村居民提供心理健康

教育和培训，这有利于缩小城乡、人群之间相关资源配置与服务能力的差异，提升社会心理服务的乡村

可及性、便利性，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有助于切实维护农村人口的福祉与利益，凸显社会公平

正义，增强农村人口在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 

2.2. 加强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必然要求 

健康是每一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发展、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基础条件和重要

标志，更是广大民众的共同追求。心理健康是健康的关键指标，农村心理健康问题更是不容忽视，随着

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面临的心理压力也在增大，一些人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加

强乡村健康服务有助于提升农民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农

村地区普遍存在着工作压力、经济负担、人际关系问题等，加强乡村心理健康服务可以有效缓解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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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预防和建设心理疾病的发生，有助于推动健康中国的建设。 

2.3. 加强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贫困的定义和消除贫困的举措都在发生变化。贫困不只是缺乏

维持基本生活的食物或资源，还包括缺乏医疗卫生、健康、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等资源。消除贫困也不

再靠单一的物质投入，而是正在转向物质投入与非物质投入相结合的减贫举措(陈雪峰，2020)。贫困地区

的居民往往面临多种心理压力，如贫困恶性循环、生活压力、就业问题等，这些压力容易导致农村居民

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影响其积极性和工作效率。而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

学习能力和创造力，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通过加强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不仅帮助

农村居民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升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和信心，持续发展自身优势，避免再次陷

入贫困，而且能够推动广大农村心理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将更多社会资源吸引到农村地区，为农村居

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带动农村人口就业，推动实现乡村振兴。 

2.4. 加强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有助于激发乡村振兴内驱力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凝聚”是社会发展与和谐的基础，“人心所向”是引导社会进步与文明

的动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的需求有物质生活富足转向精神、心理需求的丰富与满足，农村人

口的心态变化直接影响到农村现代化转型与发展，提高农村人口心理健康服务的水平将有利于推动新时

代农村社会发展、激发农村人口发展的内驱力(王一云，2022)。乡村振兴内驱力主要来自与农村居民的积

极性、创造性和创新能力。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可以增强他们对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动力。通过

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帮助农村居民解决心理困扰和压力，改善他们的情绪状态，增强内心的积极能量。

这将使农村居民更加有信心面对乡村振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激发他们对乡村振兴的热情。通过提升农

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激发村民的内驱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增强他们对乡村振兴的

认同感和责任感，构建良好的乡村社会环境，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支持。 

2.5. 加强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心理健康问题在农村地区往往被忽视，但它们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有着较大的影响。随着农业转型和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可以帮助他们适

应这些变化，更好的融入新的环境，在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还可以增强农村地区的吸引力，

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流向农村地区，从而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帮

助农村居民提高心理健康素养，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和学习能力，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

进步，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繁荣。首先心理健康问题不仅影响个人，还可能影响家庭、社区和整

个社会。例如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如家庭暴力、酗酒和吸毒等。通过提供心理健康

服务，可以减少这些问题的发生，在维护农村地区和平与安宁的同时，也能推动社会的和谐。其次心理

健康教育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心理健康服务有助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之间的

交流和融合。因此加强农村心理健康服务对于整个社会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农村居民，也有助于促进

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3. 当前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面临的问题 

3.1. 农村居民心理问题没有得到重视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农村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遇的同时，村民们原本较为

缓慢的生活节奏被打乱，在经济压力和城市与农村孩子教育水平差距等现实情况的影响下，农村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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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问题也日益严重。农村居民心理问题没有得到重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村居民心

理问题的特点和表现方式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异。部分居民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缺乏与外界的交流和

信息渠道，导致他们对心理问题的认知和理解较为匮乏。同时，在农村居民的传统观念中，心理问题往

往会与“疯子”、“精神病”等词语相联系，他们对心理问题持有较为保守的态度，往往将其视为个人

意志力的问题。即使有人知道有心理问题也不会去看医生，因为他们觉得看心理医生是不光彩、见不得

人的事。因此存在心理问题的农村居民及其家人往往会感受到深深的“病耻感”，从而选择隐瞒和自我

消化(张薇，2022)。其次，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服务资源匮乏。相比城市地区丰富的心理咨询机构和专业人

才，农村心理健康服务的供给相对不足。再次，长期以来，公众对农村居民心理问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媒体和社会舆论普遍倾向于关注城市居民的心理问题，因此农村居民心理问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3.2. 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整体水平较低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胜利，我国农村居民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农村居民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却

不容乐观。农村居民中有几个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一是空巢老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2020 年在乡村 60 岁以上老人家庭中，独居老人户及只与配偶同住的空巢家庭比例已达到 59.41%。

研究表明乡村老年人的焦虑、抑郁、恐惧等心理疾病发病率较城市老年人高，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贾
缨琪，许效群，2023)。由于农村留守老人长期独居，很难得到家庭成员的陪伴和照顾，导致他们产生强

烈的孤独感和无助感。长期的孤独和无助会给他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再者由于缺乏社交

和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容易陷入心理压力当中，无法与人分享内心的苦恼和烦闷，使得他们的心理健康

状态受到严重影响。二是留守儿童。2021 年中国首份《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儿童的

总体抑郁检出率为 25.2%，焦虑检出率 25.7%，超过 3%的乡村儿童“想自杀”。留守儿童在心理上感受

到家庭的缺失和孤独感，他们与父母分隔两地，长时间没有亲密的陪伴和关怀，容易感到孤独、无助和

失落，这种情绪可能导致他们产生消极的情绪，如抑郁、焦虑和自卑等。 

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农村心理健康服务的路径分析 

4.1. 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顶层设计，构建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无论是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应然愿景来看，还是从农村人口社会心理的实然状况来看，急需构建乡村

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迫切需要

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顶层设计，构建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第一，出台乡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助

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增加乡村振兴部门在乡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规划中的参与度。可以围绕针对

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服务做出政策部署，制定远期目标和方向，明确工作要求，系统指导农村心理健康

服务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出台整体性指导方案，为基层乡镇构建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供有力的

政策依据(李志强，2021)。第二，各相关部门之间要加强合作，形成联动机制，共同解决农村心理健康问

题。卫生、教育等部门可以加强沟通与协调，形成合力，推动农村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 

4.2. 加强农村心理服务队伍建设，为农村居民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进一步加大对农民的心理健康服务力度，必须全面加强农村心理服务队伍建设。在农村开展心理健

康工作最重要的一环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包括让农村居民充分认识心理健康的重

要性，识别特定心理问题的能力，获取心理健康信息、认识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的能力，自我治疗和专

业帮助获取的能力等等，因此需要加强农村心理服务队伍建设，帮助农村居民加强人们对认识、处理和

预防心理问题的相关知识和观点的认知。各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培训和选拔具备相关专业背景和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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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建立一支专业、稳定的农村心理服务队伍。这些队伍可以由心理学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等组成，

他们将提供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服务，以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利用好高校资源，可

以号召高校心理健康教师走进农村，通过组织宣传活动、制作宣传资料、开展培训等形式，向农村居

民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这包括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认识心理问题的常见症状、掌握应对压力和情

绪管理的方法等。此外还可以通过社区宣传、村庄广播电台、手机 APP 等多种渠道，将知识传递给农

村居民。 

4.3. 推动心理健康服务手段数字化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网络通信技术正加速融入和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驱动

着传统医疗卫生服务向数字健康发展阶段迈进(王一云，2022)。为此，乡村心理健康服务也应与时俱进，

改良优化服务手段：研究和开发适应农村特点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例如借助互联网技术和移动智能设

备开展远程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为农村居民提供个性化、有效的心理支持。同时，关注农村特殊群体(如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的心理健康需求，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加强心理学、社会学、农业科学、教

育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农村心理健康服务研究的跨学科发展。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和力

量，提高农村心理健康服务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提供有效的农村心理健康服务提供科学支持。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部署后，国家十部门于 2018 年联合出台了试

点工作方案。目前，全国 50 多个地区已完成了为期 3 年的试点工作，一些地区探索出了具有自身特色

的模式。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重心在基层，乡村是其建设的重要场域，服务于乡村治理与发展是乡村

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应有之义。例如绍兴市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

作的总体要求，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精神文明建设，截至 2023 年 8 月，绍兴市建立健

全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四级平台，建成市、区(县、市)社会心理服务中心 9 家，全市 103 个乡镇(街道)实
现社会心理服务站全覆盖，村(社区)心理辅导室覆盖率到 97.80%，并将心理服务引入信访超市、矛盾

调解中心。同时努力创新思路，打造绍兴心理服务特色品牌。此外绍兴还建设了心理健康线上平台，

铺盖全市 185 个站点，并且配置 5G 移动心理服务车，通过平台对服务车内设备进行管理、数据传输等

功能，为偏远乡村提供移动式心理服务，社会心理疏导服务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群众心理健康意识

也普遍提高。 

5. 结语 

乡村振兴与加强乡村心理健康服务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

农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关注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状态。乡村振兴与加强乡村心理健康服务

相互促进。乡村振兴需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而乡村心理健康服务则能够提供必要的支

持和保障，使农村居民在经济社会变革中更好地适应和发展。因此，在当前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我

们应该加强农村心理健康服务，缓解农村居民的心理压力，促进农村居民身心健康发展，从而更好推动

实现乡村振兴和建设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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