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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情防控心理干预、

舆情管理与应急协同的建议

目前，正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期。为了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建言献

策的社会服务作用，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省应急管理研究院、西北大学民政部政

策理论研究基地合作单位、陕西（高校）哲

社重点研究基地陕西省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

研究中心、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健康养老

与民生治理研究团队组织专家学者围绕疫情

防控舆情管理与应急协同问题进行了建言献

策，相关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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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加强心理危机干预的建议

第一，成立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在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的指导下，整合现有力量，充分发挥医院心理

医生、心理咨询机构及高校心理工作者的作用，分工合作、

集中发声，避免目前各自为政、干预水平良莠不齐从而造成

民众更大恐慌的现象。第二，合理界定干预对象范围。心理

危机干预的对象不仅仅包括确诊患者及家属、被隔离者及家

属，还包括一线医护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各级各类工作人

员和普通民众。第三，丰富干预形式。广泛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通过电话、微信、电子读物等多种方式，进行心理危机

干预的高质量知识传播。强烈建议将《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关于大力推广居家科学健身方法的通知》落实到位，通过居

家体育锻炼达到释放压力、缓解情绪的作用。第四，完善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方案。根据国家《关于印发全国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尽快完善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方案，在组织机构、运行机制、队伍建设、资

金来源、保障措施等方面形成系统完备的可操作、可执行的

工作方案，为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专家信息：曹蓉，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教务处处

长，陕西省应急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陕西省应急管理专家）



3

二、关于信息与舆情管理的建议

第一，建立信息公开透明机制。各级政府运用官方媒体

加强有效信息的及时发布，加强与民众的风险沟通，获得民

众的理解、信任、认同和配合，遏制谣言传播。第二，加强

舆情的监测与引导。成立由分管领导、疫情专家、舆情专家

组成的舆情治理小组，紧密关注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加强

疫情舆情的监测、分类与分析，为舆情应对和引导做到有的

放矢。第三，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分析疫情信息。利用大数据

手段对疫情传染源的交通信息进行严格甄别和排查，有效分

析散落在各地的隐性传染源，加强疫情调查及管控信息共

享，遏制民众恐慌情绪蔓延。第四，搭建网上援助平台。利

用互联网建立起疫情防控的网上专家平台、网上志愿平台、

网上心理援助平台等，充分挖掘专业人员的优势，通过网络

直播、官微、官博等方式为广大市民分析疫情动向，讲解防

护措施，开展心理疏导等。

（专家信息：雷晓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陕西省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陕西省

应急管理专家；丁兆刚，博士、副教授；周文光，博士）

三、关于协同治理的建议

第一，构建疫情协同治理运行网络。确保实现三医联动，

特别是医保与医疗的联动、医疗保障局与卫生健康委的联



4

动。将不同要素、不同系统、不同部门协同增效作为运行该

网络的有效路径。第二，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一方面应在平

等、自愿与协商的基础上，建立合理合法的成本分摊机制；

一方面在有效利用公共财政的支持基础上，建立合理的利益

补偿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公共卫生事件参与主体间资源共

享机制。第三，加强政府、社区和供应商对接。加强三者之

间的对接，逐步建立生活用品社区直供、分时段供应制度，

减少居民抢购和集中时间采购。

（专家信息：封超，博士；孙峰，博士、副教授）

四、关于并发串发风险预防的建议

第一，预防 H5N1 禽流感疫情。各级政府要做好预防措

施，防止禽流感的发生，避免“双疫情”并发。第二，预防

政府财政风险。在“入少出多”的双面夹击下，地方财政会

面临支付风险，须通过节流措施谨慎预防和应对。第三，预

防群体性事件风险。政府支出的整体缩减可能会影响民生领

域支出，影响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公信力，从而诱发群体性

事件。第四，预防舆情风险。各类人员的心理在疫情期间都

会出现不同形式的变化或者波动，政府、社会组织、医生等

防疫治疫人员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避免不当行为诱发舆情

危机。第五，预防“疲劳效应”。疫情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

以及防控形势的好转会导致民众放松警惕，产生自我防范的

“疲劳效应”，在不具备解除预警的条件下采取不合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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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疫情复发或加重。第六，预防“失策”风险。突发

疫情打乱了各级政府原初的工作规划和政策部署，疫情防控

期间各级政府也要及时调整 2020 年度的年度目标和工作计

划，针对重点任务提前据情制宜，避免疫情结束后的目标、

政策失调风险。

（专家信息：李尧远，博士、教授，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陕西省应急管理研究院研究员）

五、关于保障应急物资的建议

第一，摸清应急物资需求。通过网格化管理全面排查医

疗机构、社区常住人口防护消耗品需求数量，明确防疫物资

需求。推动防护用品生产，全力组织有关企业复工，确保防

护物资供应。第二，合理调度与安排应急稀缺物资。确定应

急物资供应的优先原则，确定重要和紧急物资的优先用户清

单，根据紧急和重要程度调拨稀缺物资。第三，关注应急物

资全产业链。全面掌握企业生产配套原材料情况，及时了解

并解决企业在原材料供应、物资调运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

难。第四，研究对防护用品生产企业的支持政策。及时跟进

了解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复产达产中存在的用工、原材料、资

金等困难，制定相关政策，落实生产原料、供应应急物资所

需的融资需求。第五，建立应急物资相关清单制度。建立政

府突发事件应急物资的实物储备、合同储备、产能储备清单。

第六，强化医务人员防护保障和生活保障。除定点医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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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其它医院的急诊值班医生防护措施供给；考虑开通部分

公交专线，解决由于公交停运、网约车停运给医生值班带来

的出行难问题。

（专家信息：许振宇，博士，陕西省应急管理研究院研究员；

伍勇，博士、副教授，陕西省应急管理研究院研究员）

六、关于建立疫情档案的建议

第一，完善疫情数据。通过制定元数据标准，规范建立

确诊者、接触者以及一线工作者等疫情监控档案，从横向和

纵向上健全疫情数据。第二，搭建疫情数字档案平台。由档

案部门参与搭建疫情数字档案平台，第一时间整合和共享不

同地区与机构的疫情档案信息，挖掘其中的关联信息。第三，

鼓励个人参与疫情建档。借助数字手段，实现个人参与疫情

建档，避免人为盘查和统计信息存在的风险和漏失。

（专家信息：李姗姗，博士，陕西省应急管理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