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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领域突发事件中的
老年社会工作服务
◆  孙江涛

今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了所有人的正常生活，面对这场

公共卫生领域中的突发事件，属于

易感人群的老年人群体在生理、心

理和社会等方面都受到极大挑战和

威胁。以解决服务对象困难、提升

服务对象能力、推动社会发展为己

任的社会工作者也开始思考公共卫

生领域突发事件中，应当如何为属

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老年人群开展专

业服务。

笔者基于实际服务的经验总结，

依据公共卫生领域突发事件中老年

社会工作实务开展情况，结合老年

社会工作服务的定义，将老年社会

工作服务分为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

和由老年人提供的服务。前者是社

会工作者作为服务提供方，为老年

人个体、群体和家庭提供各种服务；

后者是老年人作为服务提供方，为

居民、社区或社会提供的各类志愿

服务。在公共卫生领域突发事件中，

“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与“由老年

人提供的服务”这两种老年社会工

作服务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一方面满足老年人生活所需，协助

其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发挥社会工

作基本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体现

老年人价值，鼓励其参与社区与社

会服务，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度和

社会价值感。

本文着重探讨在公共卫生领域

中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

有研究指出，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

工作服务包括艾滋病预防、儿童和

老年人虐待预防和干预、急性病和

慢性病保健服务、残疾人服务、精

神健康和药物滥用预防和干预、老

年人服务以及备灾救灾和妇幼保

健等。由此可见，老年人群体是公

共卫生领域服务的重要服务对象之

一，可以为其提供知识普及、心理

辅导、帮扶救困及临终服务等社会

工作服务。�

公共卫生知识和健康生活知识的

宣传与普及

面对流行疾病，对疾病认知的

缺失必然会造成社会大众的心理恐

慌，也会导致谣言的散布和传播，

而作为易感人群的老年人群体，更

容易产生恐惧心理，甚至带来生理

层面的一连串不良反应。社会工作

者作为信息提供者和咨询辅导者，

服务包括了为服务对象提供科学正

确的资讯、减少对疾病的错误认知、

降低老年人群的恐慌、告知科学防

疫的方式方法等。

传授流行疾病知识，弥补知识

空缺。社会工作者通过学习、收集

和查阅相关资料，掌握公共卫生领

域的流行疾病，如新冠肺炎等疾病

的相关病理知识，并将这些知识通

过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社区宣传栏、

居民微信群等传递给社区居民。老

年人由于受到年龄、技术等方面的

制约，在获取信息方面存在滞后或

不足，社会工作者尤其需要帮助老

年人有效及时获取相关流行疾病知

识，使其充分认识了解流行疾病，

减少因认知不当、知识欠缺带来的

心理恐慌。

普及传播途径知识，做好科

学防疫。社会工作者通过链接相

关医疗资源、提供疾病传播的资

讯，帮助老年人澄清疾病的传播

途径和渠道，并进一步明确传染

源、有效辨识错误信息，协助老

年人从源头上认知疾病的传染性

和传染渠道。同时，社会工作者还

需担任教育者的角色，通过示范、

培训、教授等方式普及科学防疫

知识，如正确佩戴口罩、正确洗手、

酒精消毒的方法等，提升老年人对

科学防疫的认识，并教会他们正确

防疫的方法。

培养健康生活理念，提升公民

素质。针对流行疾病，科学健康的

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能够从源头上

阻断传染疾病的传播。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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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用社区教育或社区宣传的方

式，利用社区宣传栏、宣传单张，

编制宣传手册等，提供健康生活知

识，如勤洗手、勤通风、使用公筷

就餐、严禁公共场所吸烟等，帮助

老年人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教授

老年人特殊时期的健康生活知识，

让其逐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形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心理应激障碍的治疗预防与心理

危机干预服务

老年人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降低，在其面对临时突发事件，不

能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和辨析的时

候，容易出现心理困扰和情绪问

题，尤其是自身有基础性疾病的老

年人容易遭到流行疾病侵袭，使得

他们更易出现心理应激障碍，甚

至出现心理失衡，影响生理健康，

导致恶性循环。社会工作者作为

心理服务提供者，在协助老年人辨

识非理性信念、调整心理认知、减

少危机心理因素、提供心理与情感

支持等方面能够发挥其专业优势和

独特性。

积极开展自我心理探索，调适

心理认知。面对出现心理应激障碍

的老年人，社会工作者通过电话慰

问、上门探访等方式，与老年人直

接接触，通过个案工作技巧协助老

年人积极开展自我心理探索，了解

自身的心理状态以及对疾病的紧张

或恐惧心理的诱发因素，协助其开

展积极的心理认知调适，对自身的

心理认知有正确的判断。

正确辨识非理性信念，疏导焦

虑情绪。面对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

突发事件，老年人容易受外界影响

而产生非理性信念，如老年人身体

弱更容易被感染、被感染后老年人

死亡率更高等，导致出现焦虑的情

绪和不安行为。此时社会工作者要

帮助老年人辨识自身的非理性信念，

帮助其树立合理的信念，疏导焦虑

情绪。

及时开展心理评估，提供危机

干预治疗。对流行性疾病表现出过

度焦虑或担忧的老年人，尤其是

生活在疫情高风险区域的老年人，

更容易出现较严重的心理障碍和

心理问题，社会工作者需要对其及

时开展心理评估，提供危机干预治

疗，协助其缓解焦虑、放松身心，

也可以链接专业心理治疗师，为老

年人提供专门的心理应激治疗和

干预服务。

搭建社会支持网络，提供有效

情感支持。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能

够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丰富的社会资

本和集体效能，帮助老年人搭建起

个人网络、志愿者网络、互助网络

及邻里协助网络，发挥社会支持网

络的心灵抚慰、物质帮扶、情感支

持等功能，增强其社区归属感和凝

聚力，为老年人提供更多陪伴与情

感支持。

处于特殊困境老年人的生活协助

与帮扶

帮弱救困是社会工作者的重要

职责之一，面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流

行疾病，尤其要为空巢、独居、经

济困难等处于特殊境况的老年人提

供生活协助和困境帮扶。

有序提供生活协助，保障生活

所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维系

服务对象基本生存是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社会工作者通过入户调查、

电话调查或网络平台调查，评估老

年人的生活需求，力所能及地满足

其生活所需，如协助买菜、买药、

购置防疫物资等，保障其基本生活

物资供给。

解读国家救助政策，开展困难

帮扶。社会工作者一方面要适时地

传达国家的相关政策，起到上传

下达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及时为服

务对象准确解读相关政策，为提

出救助申请的老年人个体与家庭开

展专业评估，协助符合条件的老年

人个人与家庭申请相应的补贴和救

助。同时，为那些不符合救助政策

要求但又处于特殊困境的老年人及

其家庭链接社会资源，缓解其生

活困难。

及时做好危机处理，保护生命

安全。处于特殊困境的老年人在生

理、心理方面出现严重障碍时，更

容易陷入危机，社会工作者需要有

专业敏感性和敏锐度，及时发现并

处理老年人的危机状态，如危机状

态的评估、慢性疾病的缓解、突发疾

病的及时就诊、自杀和抑郁情绪的

疏导等，以确保老年人的生命安全。

另外，笔者发现在公共卫生领

域的突发事件中，老年志愿者是社

区中一支重要的抗“疫”力量，在

社区防疫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

社会工作者可以鼓励社区老年志愿

者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力所

能及地为社区提供服务，为实现社

区守望相助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国家开放大学政法教

学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