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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在基层派出所队伍管理中的 

实践和探索 
——以义乌市公安局江东派出所为例 

◆陈莹莹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金华义乌市  322000）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正处于转型的深水
区，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公安工作任务日趋繁重，基层民警长期处
于高负荷工作状态，容易造成身体及心理疾病。本文结合义乌市公安局
江东派出所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基层派出所民警身心状况现状和造成心
理压力的原因，提出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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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安机关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提升民警环境适应能力、情绪
调控能力，则是加强和改进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警察心
理素质，提高队伍整体战斗力的必然要求。 

一、基础派出所民警基本情况 
以义乌市公安局江东派出所为例，江东派出所辖区面积 91.6

平方公里，总人口 25.7 万，其中外来人口 17.9 万。现有民警 38
人，职工 1 人，其中 6 名所领导。现有人员中，40 岁以上的民
警有 16 名，40 岁以下的 23 名，40 岁至 50 岁的民警通过体检发
现不同程度的存在需要调整的不健康状态，50 岁以上的民警身
体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其中 5 名民警较为严重。 

二、基础派出所民警身心状况现状 
在统一对义乌市公安局江东派出所共 38 名民警及 122 名协

警做了调查，形成了《江东派出所心理健康现状调查研究报告》。
据报告显示，江东派出所警队的身心健康状态总体良好，但部分
群体不同程度低存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健康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过劳过压。24 小时值班值班巡逻勤务、专项行动整
治、各项安保工作、信息上报等各项工作长期叠加，基层工作的
民警每天的工作杂、繁，没有固定和稳定性，基本上公安的各个
警种业务都得接触和落实，常常是这项工作没做完，又有新的任
务到来。让基层派出所的民警、协警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在此
过程中不能很好的调节自己的心理，易怒，焦虑，甚至情绪易失
控、不会交流和沟通等，甚至诱发身体的病变。表现到工作中
明显的就是说话冷、硬、横，有时甚至没与群众说几句话就不耐
烦，这样无论是对民警自身发展还是对工作的开展都极为不利。 

（二）疲劳倦怠。公安工作任务日益繁重，而基层公安工作
更显复杂，每天从事无规律繁重工作，民警、协警长期加班加点
超负荷运转，精神高度紧张，身体长期得不到休整，使民警身心
疲惫不堪，很容易产生枯燥乏味、失去激情的厌战心理，致使工
作没有热情，导致心理倦怠。 

（三）畏难保守。基层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经常遭遇不配合现
象，甚至被围攻、殴打、谩骂、污辱、诬告，绝大多数民警抱着
忍让克制的态度，不敢在行为上、语言上有任何过激的表现。特
别是当前的社会舆论处于一种无序状态，经常以偏概全，放大炒
作，讽刺、贬损、质问之词连绵不断，损害了基层公安民警的自
尊心，给他们的心理上带来压力，也严重地挫伤了工作积极性。 

（四）失落失衡。当前公安行业已是社会公认的高危行业，
尤其是基层公安民警所面临的各项工作任务，不说与社会其他行
业单位比较，就是与同样的公安行业相比，特别是基层派出所的
民警与机关民警们承担和面临的风险系数和辛苦程度不言而喻，
再与其他高收入行业相比，基层民警福利待遇又相对偏低，使部
分民警的理想信念及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波动甚至失衡。 

三、基层民警心理压力分析 
（一）工作任务带来的压力。当前，群体治安事件逐年上升，

各种违法犯罪也日趋猖獗，严峻的治安形势加上长时间处于待命
和警惕状态使民警的身体素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趋下降的原

因所至，日益艰巨繁重的公安保卫任务，工作时间长、加班加点
是公安民警工作的现实特点之一，加之警力不足，造成基层派出
所民警长期超负工作，几天几夜连续作战，身心得不到适时调整，
如此长期超负荷运转使基层派出所民警感到压力很大。 

（二）执法环境带来的压力。各级领导对公安工作的期望值
越来越高，人民群众的要求也越来越严，动辄就投诉、上访，无
形增强了民警的劳动强度，同时也极易造成少数群众对民警产生
误解和偏见，民警缺少理解、支持和鼓励，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再加上近年来民警在执法办案过程中，袭警案（事）件逐渐增多，
执法权益受到侵犯，间接增加了民警的消极情绪。 

（三）形势发展带来的压力。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也造
成了各种高智能、高技术犯罪的不断增多，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
治安形势和各种新型犯罪动向，要求广大基层派出所民警做好本
职工作必须要有新思路、新知识、用新的工作方法来适应各种新
的挑战，因此，对部分民警特别是年龄较大民警的工作造成一定
的难度。 

（四）警察职业特点带来的压力。基层公安工作具有较高的
危险性，基层民警始终处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维
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服务群众的第一级平台，常常身处险境，
特别是面对“天天有牺牲、时时有流血”实际情况，而不全面的、
欠公正的社会评价容易使公安民警产生心理挫折，感到委屈、失
望， 后演变成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 

四、加强和改进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对策和建议 
（一）开展谈心谈话，及时了解民警的思想动态。江东派出

所加强民警的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及时掌握民警的思想工作、
生活情况，及时听取民警的反映和意见，及时协调解决民警在工
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上下级之间的思想交流，增
强警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层干部每季度要与单位的民警、协
警骨干每人谈心谈话一次以上；要与被列为重点的人员、有违法
违纪苗头人员、受过组织处理的人员进行重点谈话。 

（二）以警营文化为引领，提升文化育警的构筑力。立足公
安本职，保持警察良好的职业素养，守住职业底线、道德底线、
执法底线，把“当警察”升华为“当‘好警察’”。同时坚持树立
文化育警的理念，力所能及的开展多种形式的警营文化活动，让
整个警队能够“快乐工作、幸福生活”，鼓励民警、协警组织开
展篮球、乒乓球、登山等集体活动，积极参与市局组织的篮球比
赛，同时经常性的组织与兄弟单位进行篮球友谊赛。 

（三）从“软、硬件”建设入手，切实做好民警身心保健工
作。一是关注体质健康，建立民警生命健康保障机制。为全体民
警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将实习生和基层一线协辅警人员纳
入享受范围，尽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二是关注民警饮食健康。
加强食堂管理，健全警营食堂食品安全体系，提高饭菜质量。三
是建立民警合法权益保障机制。针对民警执法风险集中的特点，
联合检察院反渎职局、纪检监察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
期分析不同时期的执法薄弱环节，以短信、通报等形式对民警温
馨提醒，帮助民警避开“高压线”。 

（四）引入亲情管理，争取民警家属的理解支持。引入亲情
管理，建立“警属联系日”活动机制。邀请家属走进警营实地参
观，“零距离”了解公安机关；建立家属微信群，召开座谈会，
向家属汇报情况，倾听家属心声，征求家属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
设的意见建议；送奖上门，向家属寄送工作情况通报单，通报民
警阶段表现及奖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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