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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拟出台精神卫生地方性法规

“身心同治”概念的提出成一大亮点
11月27日，《四川省精神卫生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省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29日，
会议表决决定，将《草案》列入以后的常
委会会议继续审议。

制定《草案》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有
何亮点？和哪些人群密切相关？11月28
日，记者采访了参与《草案》起草的四川
大学党委原副书记张伟（曾任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党委书记），以及省卫生健康委
疾控处相关负责人。

亮点一
关注职业人群、学生等群体

关注精神卫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已然成为了一项被大众关心的重要议
题。

自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
生法》施行以来，四川便将精神卫生工作
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人民群众身
心健康的重要内容，认真贯彻执行上位
法有关规定，推动精神卫生事业取得显
著进展。同时，四川的精神卫生工作仍
然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比如，精神卫
生服务体系建设有待完善、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能力薄弱、心理咨询行业不
规范、人才培养和职业保护不到位、全社
会对精神卫生工作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等。

据悉，《草案》共三十二条，主要包括
明确各方责任、服务体系建设、心理健康
促进与精神障碍预防、精神障碍诊断治
疗与康复、保障措施等内容。

省卫生健康委疾控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学习压力增
大、生活环境改变等诸多因素影响，心理
健康问题普遍存在于许多人群中，比如
职业人群、儿童青少年等，针对这些群体
的心理健康维护，在《草案》中均有体现，
如提出：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将心理
健康评估纳入健康体检项目，职工可以
自愿选择进行心理健康评估。

同时，为促进学生心理健康，《草
案》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纳入教育体系，健全精神障碍
和心理健康问题学生复学机制。学校
要建立学生心理健康评估、监测、预警
和干预工作机制。还明确高等院校应
当设立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机构，配备
心理专业教师；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

校和中小学校应当设立心理健康辅导
室，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辅导人员；学前教育机构、特殊教育
机构应当开展符合学生身心特点的心
理健康教育。

亮点二
提出“身心同治”概念

《草案》中有一条内容引起了记者注
意，即：三级综合性医疗机构应当为严重
躯体疾病患者提供心理服务。“身心同
治”概念的提出成为本次立法的一大亮
点。

《草案》的制定基于两个原则：对上
位法较为原则的规定进行细化，有针对
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该条内
容的提出者张伟曾参与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的起草。
病患为什么需要“身心同治”？张伟

解释道，人得病和身体恢复的过程，除了
生理原因，还和心理、社会等层面的原因
相关，“所以，我们要关注重大疾病患者
的心理问题，心理的应激与情绪问题舒
缓了，抵抗力和免疫力都会提升，病患会
康复得更好。”

“这一点，201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开展的‘阳光医院项目’的数据可以证
实。做了心理干预的病人，并发症会减
少，住院时间会缩短，遵医嘱行为更好，
后期康复也更好。”张伟说，大多数人得
了如肿瘤等严重躯体疾病后，会引起身
体的应激反应，或者焦虑、抑郁等情绪，
这些情绪有可能会加速病灶的转移或减
缓身体的恢复。同理，在做诸如心脏、脑
部等重大手术时也是一样的道理。所
以，医院应在术前、术后为患者提供心理
服务。

张伟说，届时，心理干预工作会由经
过心理咨询培训的持证医护人员在患者
知情自愿的情况下进行。

此外，《草案》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
亮点。如，针对目前心理咨询行业不
规范等问题，明确了心理咨询人员的
基本要求；对精神障碍患者的送诊、诊
断、住院治疗以及出院作了细化规定；
推动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对加强社区精
神障碍康复机构的建设与服务，强化对
监护人履行职责的支持和保障作出了
明确规定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2022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四川省
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
施行。

如今，一年多过去，《条例》的实施情
况如何？同时，物业服务业如何做优、违
法养犬行为如何依法管理、电动自行车
违规充电和停放等小区消防安全问题如
何整治？

11月28日，四川省第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九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围绕《四
川省物业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开展专题
询问。

关注点1：文明养犬
去年共查处涉犬案件等1077起

随着城市居民养犬越来越多，曾经，
非持证挂牌养犬、偷养禁养犬只等违法
养犬等现象屡见不鲜。去年5月1日起实
施的《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对文明养
犬作出了相关规定。如今看，成效如何？

2021年以来，四川先后开展4次全
省犬只底数摸排行动，确保应登尽登。
加大对不文明养犬行为整治力度，推动
各社区整合网格员、社区或业主（物业）
委员会、保安门卫、小区院落自治成员等
社会力量，纠正不文明养犬问题，查处违

法养犬行为。2022年，全省共查处违法
养犬行为和涉犬案件1077起，收容肇事
犬149条，流浪犬3818条，处罚养犬人
796人。

做好线上宣传和问题解答工作，四
川还发动街道社区、物业管理公司、社区
网格员，在各小区业主微信群宣传犬只
管理政策规定，营造良好氛围。

强化便民服务。公安厅将犬只管理
服务纳入政务服务事项，推动实现“一网
通办”。目前，全省已有8个市（州）上线
运行了各类APP或微信公众号等小程
序，极大方便群众在线办理犬只登记业
务，有效提升了管理服务效能。

关注点2：小区消防安全
发生住宅火灾数同比下降11.3%

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
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电动自行车充
电……一直以来，小区消防安全都是城
镇居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那么，《四川
省物业管理条例》施行以来，四川采取了
哪些整治措施，成效如何？

据悉，四川持续三年开展“打通消防
生命通道工程专项治理”，推动28668个
住宅小区完成了消防车通道标线标识施

划；结合地区实际，推动开展车位配建、
增建和规范管理，对现有居住小区内部
停车位进行科学调整，推动增建车位
18160个。各地相关部门开展消防车通
道联合检查5280次，组织拆除占用堵塞
封闭消防车道的违章建构筑物1017处。

自2021年起，四川持续开展电动自
行车全链条安全治理。同时，对全省物
业服务企业围绕电动自行车开展了消防
安全管理培训；开展实地调研摸排住宅
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15885个，
推动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点6054
处。

此外，四川还对症下药抓宣传教育、
联合部门抓设施失修等。通过以上举
措，今年以来，全省发生住宅火灾数同比
下降11.3%，是5年以来最低的一年，全省
火灾形势持续稳定。

关注点3：物业管理
今年已出台多项物业服务标准

《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施行以来，
四川在培育本土物业服务品牌企业、龙
头企业方面和推动我省物业行业高质量
发展方面，有哪些举措？

截至目前，四川物业企业营业收入

达到500亿元，其中年营业收入过亿元的
超过60家，上市企业3家，涌现出了嘉诚
新悦、新希望等一批优秀本土企业。

为做优物业服务业，培育一批优质
本土品牌企业，助推物业行业高质量发
展，四川在省市全面建立物业行业党委
基础上，指导物业企业通过单独建、联合
建的方式实现党组织应建尽建，对符合
条件的物业项目，努力实现党组织100%
覆盖。

健全物业服务行业标准，四川在今
年已出台的住宅、商业、产业园区等18项
物业服务标准基础上，再出台老旧小区
物业和智慧物业等标准，形成满足行业
发展要求的标准化体系。

持续深化川渝两地物业领域合作交
流，四川积极推进品牌物业、优秀服务人
等互认，鼓励和支持两地物业企业跨区
域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川渝
物业协作新模式，提升两地物业企业综
合实力。

未来，四川将力争到2025年，做到全
省物业企业营业收入达到800亿元，营业
收入上亿元企业超过100家、上市企业达
到5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涉及文明养犬、小区消防安全、物业管理

《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施行一年多成效如何？

◎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睡眠障碍……近年来，随着一些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逐渐增多，个体心理行为问题及其引发的
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已然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在四川，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数占了全省总人口的相当比例。如何才能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公民
心理健康水平，构建有效衔接的服务体系？四川亟需制定一部符合实际的精神卫生地方性法规。

关注职业人群心理健康

《草案》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将心理健康评估纳入健康体检项目，职工
可以自愿选择进行心理健康评估。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草案》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教育体系，健全
精神障碍和心理健康问题学生复学机制。学校要建立学生心理健康评估、监
测、预警和干预工作机制。

《草案》明确高等院校应当设立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机构，配备心理专业
教师；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中小学校应当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配备专
职或者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人员；学前教育机构、特殊教育机构应当
开展符合学生身心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