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
区工作人员参加积极心理团
辅活动。
② 贝克心理诊所工作人员
为前来治疗的市民佩戴脑电
监测仪器。
③ 黄岩市民在永宁幸福中
心接受心理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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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的“幸福”实践火了。
当收获越来越多好评的同时，也有人开

始担心：靠政府买单，这样的探索能持久吗？
这个问题，黄岩人也一直在思考。“共同

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
裕，在精神富有的基础上，也要进一步追求
物质富足。”张娴子说，“积极心理”进城乡后
带来的高效能治理，最终是为了助推高质量
发展。

于是，黄岩将下一步发展的目标，拓展
到了如何将心理咨询服务向“幸福产业”的
跃迁上。

2023 年 7 月，被称为“积极心理学领域
全球三大盛会之一”的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
大会在黄岩举办。会上，黄岩区委书记包顺
富表示，黄岩将不遗余力打造幸福 IP，发展
幸福产业，输出黄岩幸福模式，推动新时代
积极心理学在黄岩的实践，高水平打造幸福
黄岩。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黄岩与9家心理健
康行业科技型企业进行项目集中签约，产业
涵盖到睡眠与精神健康、智能心理服务体系、
积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身心健康等领域。

县域“幸福”实践的不断推进，牵引出一
片巨大而令人期待的产业新蓝海。

目前，永宁幸福中心占地 1900 平方米
的幸福身心睡眠疗愈中心即将交付，由松研
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与黄岩产投公司合作
投资运营，为群众提供系统化、数字化的心
理测评与睡眠评估、诊疗和干预设备。相比
之前，这个中心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智能
化程度上，均有全新升级。

身心睡眠诊疗区是疗愈中心的核心区
域，相较于传统的医生会诊，这里增加了智
能化设备检测和报告反馈的环节，可以降低
误诊率，让心理、睡眠问题的诊断与治疗更
为科学准确。就诊者来了之后，先在主观量
表评估和客观检测系统上对自身基本状况
进行大致评估，生成全面的解读报告，再由
专家面对面看诊，让就诊者正确认知自己的

身心和睡眠健康状况。在展示区，人们还能
体验各种心理减压、睡眠调理等前沿设备与
系统。

“我们希望借此进一步拓展全国社区健
康管理的市场和相关专业渠道。”松研科技
CEO 兼首席产品官羊建文说，黄岩已有很
好的县域“幸福”实践的基础和体系，现在要
加快发展产业，并面向更多地方传播经验、
打造品牌，这是他们积极入驻的原因。

同样被吸引的，还有贝克心理诊所。今
年8月，贝克心理在永宁幸福中心开业。不
到半年时间里，已有超 500 名市民前来就
诊，其中 60%是有情绪问题的年轻人，30%
则是焦虑失眠的中老年人。

贝克心理创始人王高兴说，他们主打心
理治疗和神经调控等非药物治疗。心理治
疗主要以谈话形式进行分析与疏导，神经调
控则通过调控神经节律来开展治疗。比起
药物治疗，这些需要借助眼动、烟酸、脑电仪
器等技术性与专业性更强的设备，产业链的
完善为实现这些治疗提供了可能。

“幸福产业”的发展，也实实在在给老
百姓带来实惠。一名就诊者告诉记者，原
来在上海等地要挤破头才能挂上号的名
医专家，现在每周末都会来“家门口”坐
诊。大量的仪器设备制造，也促进了当地
模具、塑料制品等传统产业发展。

张娴子透露，黄岩正在谋划将积极心理
服务与文旅产业深度结合，打造“疗愈旅游”
新业态。

更多的可能性还在孕育。“全国首个地
方标准——台州市的《幸福中心建设与服务
规范》已经制定出台。”她说，“从省内到省
外，已有20多个城市先后来黄岩考察，部分
城市已跟我们达成合作意向，并开始联动推
进这项创新工作。”

一套可复制、可借鉴的“心理+科技”产业
运营模式，如今正在黄岩加快成型。未来，这
个政府主导、系统集成、全域覆盖、产业联动
的“幸福模式”，将推广到全国更多地方。

幸福产业持续升级

张伟

在冥想空间，我戴上了脑电头环，感受了
一次可视化的冥想——随着身心逐渐安静，
进入冥想状态，周围大屏幕上随风摇曳的蜡
烛火苗随之静止，倾注而下的暴雨戛然而止，
甚至乱飞的鸟群也一下子全部在电线杆上停
成一排⋯⋯我感觉工作以后很久没有这么松
弛过，非常奇妙。

体验完很多项目后，我还拿到了系统智
能生成的专注力、感知力、压力值等“情绪报
告”，让我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了更全面

深入的了解。从心理健康的知识科普，到幸
福感的量化评估，再到一系列心理学和科技
互动体验等，我经历了一场心灵与智慧的双
重盛宴，不仅释放了压力，还提升了自我认
知，感受到幸福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满足，
更是心灵的富足与和
谐。现在，我能以更积极
乐观的心态，面对工作和
生活中遇到的压力。

（本 报 见 习 记 者
杨千莹 本报记者 钱祎
整理）

释放压力，提升认知

黄岩首创“积极心理”进城乡

幸福，在这里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 钱 祎 陈久忍 见习记者 杨千莹 通讯员 牟 浩

幸福是什么？你能生动地描述出来吗？
是鼻子闻到的淡雅花香，是耳边听到的美妙音

乐，还是心里满满的安全感⋯⋯这些，如今都成
为具象化的形式，展现在台州市黄岩区一个叫
作“永宁幸福中心”的地方。

近日，永宁幸福中心入选“2024 健康
中国创新实践案例”。对于这个中心，许
多黄岩人及周边群众并不陌生。它是
全国首家积极心理学科普体验及综合
服务中心，在这里，原本无形、抽象的

“幸福”概念，变得有形、可体验——这
是黄岩率先创新的一场县域“幸福”实
践的缩影。

从城到乡，黄岩构建起覆盖全区
的心理健康体系，让“积极心理”扎根
群众心中。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正经历
着全身心的“疗愈”之旅。

夜幕降临，黄岩区北城街道后庄
村的广场上，30多名妇女准时集合。

虽然冬天气温接近零度，但她
们每天这个时候都要出门，几个月
来热情不减。

“村民们都等着我们组织活动
呢。”领队周灵敏说。

现在，只要她们一吆喝，很多村
民都会围拢过来，听音乐、跳舞，夜晚
的广场很是热闹。

而就在几年前，村里的凝聚力却没有
这么强。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周灵敏等村民总觉
得心里缺了点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变少了，
大家脸上的笑容也少了，仿佛与幸福的距离变远了。”

“吃饱喝足、有事干，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在农村生活
了大半辈子，一开始，周灵敏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第一次
在老年学堂上听到“心理健康”这个词，她才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人与人之间来往少了，沟通就少了；沟通少了，共同语言
也会变少，互相之间也就疏远了。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
是要想办法增进村民之间的来往，文化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渠
道⋯⋯”专家的话，打开了村民们的新世界。

从那时起，他们开始走出家门，“一起开开心心地跳完一小
时舞，就会觉得夫妻吵架和邻里纠纷的很多事儿，不值一提，也
很没必要”。

排舞队、大鼓队、太极队、越剧队、老年骑游队⋯⋯找到了乐
子的村民，找到了发挥各自特长的舞台，村里文化活动越来越丰
富，一年多达 200 余场。随之，整村面貌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大
家干劲十足，幸福感越来越强。后庄村先后获评全国民主法治
示范村、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等。

不止在后庄村，“心理健康”“积极心理”“幸福”等，如今是黄
岩人挂在嘴边的热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
本要求。”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不仅关系到群众的幸福感和生活
质量，还会对社会和谐、国家昌盛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在当前城
乡群众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心理健康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
重视，引发了很多原本不应该发生的矛盾纠纷。

针对这一问题，黄岩与清华大学开展校地合作，从 2022 年
开始探索积极心理学融入县域治理的新模式。

“积极心理学也可以称为幸福学，自20世纪90年代末在美国心
理学界兴起，尽管历史相对较短，但已经成为全球心理学研究中一个
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清华大学社会心理服务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
桑伟说，探索积极心理学参与县域治理，在全国尚无先例。

他介绍，清华大学之所以能和千里之外的黄岩“牵手”，一方面是
黄岩从上到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因为浙江正在扎实推进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精神与物质共奔“富”的双重指引下，提
升群众的幸福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位于黄岩核心地段永宁江畔的永宁幸福中心一期项
目——永宁幸福科学馆从2023年3月开始向公众开放，目前已
接待参观者5万多人次，每天来参访的市民络绎不绝，成为眼下
黄岩人气最旺的场所之一。

项目占地1390平方米，共三层。这里不仅有心理测量、情景
互动、心理阅读、心理课堂等各种体验项目，还有AI群体情绪互
动游戏装置、360°沉浸式冥想空间、体感漫画、脑电赛车等31个
功能区，供群众免费体验。通过“眼耳鼻舌”等感官及身体刺激，
让群众具象化感受“幸福”，为工作生活减压赋能。

馆内醒目处有一行字：幸福有理论有方法，提升幸福感可以
很简单。

“黄岩的探索，就是想通过积极的心理建设与引导，让大家
了解积极心理学，学会激发积极心理，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与行
为模式。”黄岩区卫健局局长张娴子说，“更敏锐感知生活中的幸
福感和价值感后，你会发现，其实‘幸福’触手可及。”

幸福有多远

你幸福吗？怎样才能幸福？
2022 版《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

告》显示，超 80%成年人自评心理健康状
况良好，但也有 10.6%的人群被检出有
抑 郁 风 险 ，焦 虑 风 险 检 出 率 则 为
15.8%。心理问题成为困扰不少人的“现
代病”。

东城街道嘉盛社区的徐阿姨，与老伴
共同生活了几十年。2024年上半年，老伴
去世了。徐阿姨心里接受不了，每天足不
出户、以泪洗面，怎么也想不开。

“她原本特别热情开朗，这样下去不是
办法。”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到徐阿姨的情况
后，想方设法将她带到了社区新建成的“幸
福之家”。

这是全国首家社区心理科普体验馆，
馆内有老年人关爱中心、VR 减压室、心
理测量咨询室等 10 多个功能空间。每周
末 还 有 心 理 咨 询 师 驻 点 ，不 定 期 推 出
活动。

一开始，徐阿姨还是抵触，但在工作人
员一遍遍耐心沟通下，她同意尝试成为“幸
福之家”里的一名“共享奶奶”，带社区里的
孩子们做活动。渐渐地，在孩子们的陪伴
下，在心理咨询师的疏导下，徐阿姨感受到
自己的“被需要”，逐渐找回了晚年生活的
意义。

如今，“幸福之家”已开展心理健康科
普宣教活动 50 余场次，心理健康筛查 189
人，“一对一”开展危机干预5人，群众满意
度达到99%。

及时发现并处理好群众的心理问题，
才能将风险、矛盾等化解在萌芽之中，维护
社会的平安稳定。但对整个县域来说，这
场“幸福”实践的关注对象，更多着眼于广
大的健康民众。通过心理服务的提前介
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近几年，在黄岩区政府每年的十方面
民生实事中，都能看到与心理健康相关的
内容。比如2023年“幸福黄岩积极心理学
培训 800 人”、2024 年“开展幸福黄岩积极

心理学服务”等。记者了解到，2025年，幸
福黄岩、积极心理学，依然会是黄岩推进民
生实事的关键词。

围绕老百姓的心理健康需求，当地在
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建立“幸福驿站”，
利用各种空间，系统构建起区、乡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积极心理服务体系。同
时，黄岩还推出心理“云”平台，及时感知民
众的心理健康情况，提供科学有效的心理
支持与引导。

今年 6 月，黄岩区检察院携手永宁幸
福中心，共同成立“黄岩区未成年人心理
干预中心”，引进专业化、系统化的心理
干预服务，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全面和专
业的支持保障。“我们为家庭监护缺失的
孩子报名‘积极心理五日营’，短短 5 天时
间，成效十分惊人。孩子不仅尝试主动
和他人对话，还愿意积极去帮助他人。”
黄岩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
柯丽贞告诉记者，在心理干预服务后，不
少原本有情绪问题的孩子变得越来越
活泼。

在城乡各地，一个个“微空间”的打
造，为全县群众提供覆盖更广、层次更多
的心理健康指导，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带
来改变。

12 月 20 日 下 午 ，东 城 街 道 百 花 社
区，在心理咨询师的主持下，15 名街道
工作人员、社工围绕“大话心游之幸福人
生”主题，开展了两个小时的团体心理
辅导。

上完课后，不少基层干部感觉“满血复
活”。基层工作压力大，定期开展心理辅导
和干部培训，让他们学会了冥想、心理阅读
等方法，既重拾了自己的工作生活激情，又
能将这些丰富的理论知识、生动的实践经
验灵活科学地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创新
基层治理和服务的方式。

除了进村居之外，黄岩还延伸积极心
理学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等，
统称为“幸福五进”行动，面向师生、医护
人员、机关干部等重点群体，由专业心理
团队提供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等更多
个性化服务。

通过鲜活的实践，黄岩群众的幸福感
普遍提升，精神面貌越来越好，更多人学
会了尝试通过积极行动寻找生活的意义
感 ，无 形 中 引 领 着 民 风 社 风 持 续 向 上
向善。

在黄岩，“幸福”变得看得见、听得
到、摸得着——2023 年积极心理学融入
社会调解后，全区矛盾纠纷受理数下降
20.3% ，万 人 成 讼 率 下 降 3% ；“ 幸 福 五
进”行动开展后，对全区 10 所试点学校
的监测结果显示，学生群体焦虑度下降
7% ，抑 郁 情 绪 和 抑 郁 症 发 生 率 下 降
11%。

“积极心理”覆盖城乡“积极心理”覆盖城乡

体验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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