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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吃饭了没有？”一

句看似简单的聊天，对育才

社区社工董爱华来说，每天

的例行探访是一项严谨的工

作。她要从中了解老人的状

况 和 需 求 ，提 供 相 应 的 服

务。“每次回来，我们都会记

录，看看我们能够为社区老

人们做些什么事情。”

“去年，社区内一名80多

岁的老人突然瘫痪在床，子

女平时不在身边，由老伴负

责照顾。我们得知情况后，

每周上门一次，跟老人聊聊

天，帮着打扫一下卫生。老

人每次看到我们上门都特别

高兴。”董爱华说。

2013 年，育才社区成立

了温州市首个社区工作室，

在职9人，一线社工4人。社

区内 60 岁以上老人有 325

名，其中空巢老人 9 名，于是

社区开办了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提供文体、健身场所，开

展社工服务，并邀请专家开

展养生讲座，让老人们有得

玩、有得学。

“社工不仅是跟老人聊天、

解闷，还要让他们融入集体生

活，发掘他们的潜能，让老人活

得更充实。这与普通义工是大

大不同的。”育才社区党支部书

记李群微说，“我们的工作室

努力发挥预防（如灾难发生）、

发展（如学习教育）、治疗（如

社区矫正）等三大功能。”

“去年,针对社区双职工

家庭的孩子16时30分放学后

无人监管、偷上黑网吧、作业

效率低等诸多问题，社区开办

了‘四点半学校’。”李群微说，

经过半年多来的运行，“四点

半学校”已经较为成熟。

如今, 学校一放学，育才

社区的“4 点半学校”顿时热

闹起来，10 多名社区孩子在

社工指导下，做作业、读课外

书、上免费的兴趣班，一直到

父母下班。

“我们要打造一个专业

化、规范化的社区社工团队，

一个区别于社区志愿者（义

工）的社工团队，我们将进一

步提升大家的服务技巧，为

居民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

务。”李群微说。

目前，全市114个社区都

挂牌成立了社区社会工作

室，每个工作室配备了数量

不等的社工。

除了走进社区，社工服

务还走进了婚姻领域。成立

于2013年7月的瑞安市公义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派出专

业社工入驻婚姻登记机构，

提供家庭、婚姻方面的咨询

服务，特别是对冲动型、矛盾

激化的离婚对象，进行危机

介入，化解或缓解矛盾。

上月18日，我市启动“社工+义工”两工联动服务月活动。据市民政部门介绍，2011年来，我市社会工作发展迅速，现有

社工581人，民办社工服务机构8家。“社工是做什么的？他们发挥了什么作用？他们的工作状况怎样？”近日，记者走进社

工服务机构，走近社工，进行了一番采访调查，分上下篇予以报道。今日刊登上篇——

从3到581，瑞安社工且行且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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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是做什么的？”“不就是义工、志愿者么？”对华夏之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主任李频蕾来说，这样的问题已经是家常便饭。她说：“职业化、专业化、持续化是

社工和义工、志愿者的区别，这是一种职业，是拿工资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掌

握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重视，政府职能的逐步转移，我市社会工作得到了

极大的发展。目前，我市社工人数达到581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他们参与基层一线

的矛盾调解、法律援助、禁毒戒毒、心理咨询、社区矫正、助老助残等近百项服务活动，向

数万名群众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是社会管理的一支生力军。

他们是社区
矫正的好助手

作为全市第一家成立的民

办社工机构，华夏之家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前身是一家心理咨

询中心，团队成员都是持有国

家心理咨询师证书的专业人

士。目前，该中心拥有 9 名社

工，其中国家级社工5人，主要

提供禁毒心理咨询、助老等社

会服务。

近年来，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华夏之家”承接开展了社

区戒毒康复援助服务，社工上

门对戒毒人员以及家属进行家

访，开展个案咨询、电话回访、

团体辅导等服务，成功实施了

200余例戒毒工作。

今年45岁的邱丽平，是位

国家社会工作师，专门从事社

区戒毒康复援助服务，她用自

身经历讲述了社工的特别。“首

先，我们对各社区内的吸毒人

员进行调查了解，掌握他们的

生活环境，对他们的戒毒愿望

及需求进行评估，以心理咨询

师的身份介入，帮忙分类制定

戒毒康复援助方案。”

今年 40 多岁的阿东（化

名），是一个毒品受害者。“阿东

的戒毒意愿很强，自去年 9 月

以来，我们曾连续一个多月随

身跟进服务，至今在固定时间

通过QQ保持联系。”邱丽平感

慨地说，“最近，我正鼓励他写

戒毒历程，正视问题，建立更加

强大的戒毒心理防线。”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

士去做，对症下药，帮助吸毒人

员重新融入社会是社工工作的

重要内容。”“华夏之家”主任李

频蕾说，在阿东的案例里，就由

专业社工、心理师为其及家人

做心理辅导。经过半年多来持

续不断的跟进服务，目前阿东

的戒毒康复情况良好。

“目前与我们保持长期联

系的戒毒人员有10多人，其中

几人还加入志愿义工队，还有

几位有了自己的小生意，努力

自立。”李频蕾说，“为有需要的

群体、社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

就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他们为戒毒人员重建社

会支持系统，再社会化作好铺

垫，是政府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的有力助手。”市禁毒办一负责

人如是评价社工工作。

他们是智障人士的守护者

“小华，你今天编好了几

个花（手工艺品）？”“有没有

开心的事情，告诉阿姨啊！”每

天上午到各个教室里转转，看

看孩子们的情况，调解他们之

间的小纠纷，这是利群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社工阮丽敏的日

常工作之一。

利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驻扎在瑞祥山庄，免费为全

市精神、智障青年患者实施

工疗、农疗、艺术疗法，提高

他们的自信心及各种技术技

能，加快患者的康复脚步。

该中心负责人是今年

51 岁的金瑞福，原是市区一

社区的工作人员，在走访住

户中，他深深体会到精神、智

障患者作为一个特殊弱势群

体生活的艰辛。借着社工迅

速发展的东风，他毅然辞去

社区职务，创办了利群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启动了“构建

心桥·青年智力障碍患者辅

助康复项目”。

“每周一、三、五上午两

节音乐课，接受艺术熏陶，周

二上午是语文课，周四上午

是钢笔书法、画画课。而每

天下午大都是工疗，让孩子

们自愿参加手工劳动，赚取

的钱归他们自己。去年，我

们还组织20多名学员到平阳

参加农疗，在农田里参观、采

摘作物。”金瑞福自豪地说，

“对一般的残疾人康复机构

来说，只要每天能照顾好学

员们就行，但我们的宗旨是

开展深层次的康复服务，努

力让学员们更好地融入社

会。”

同样致力于关怀弱势

群体的还有马屿镇的“爱心

之家”。作为马屿镇红十字

会爱心志愿服务队队长，姚

笃 树 原 本 经 营 一 家 培 训

班。在政策鼓舞下，他成立

了“爱心之家”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2013 年 6 月，7 名

来自不同家庭的贫困学生

入住“爱心之家”，接受饮食

起居照顾、课业辅导、声乐

培训等。“爱心之家”还努力

为贫困学生寻找结对人士，

再接纳另一批需要帮助的

青少年，从而形成爱心传递

的良性循环。

他们是社区居民的贴心人

自 2011 年以来，我市社会工

作发展突飞猛进。专业社工（持社

会工作者职业证书）人数猛增，从

2011 年前的 3 人，猛增至目前的

581人，每万人拥有率达4.2%(141

万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原先

有的是社区工作者，有的是自谋职

业者，也有的是志愿者、义工。据

不完全统计，我市社工队伍的平均

年龄40多岁，女多男少，总体学历

水平偏低。

民办社工服务机构，也从无到

有，目前已有 8 家，设置专业社工

岗位近300个，涌现出“华夏之家

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特别行动队

项目”、“快乐四点半·社会工作项

目”、“重拾回忆·爱心电影进农村

社区计划”等一批深受百姓喜爱的

专业社工品牌。社工团队正在社

会各个领域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大力发展专业的社区社会工

作对于现阶段社区服务事业的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市民政

局一负责人表示，社区社会工作者

通过对社区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

人员、社区矫正人员、失足青少年

等“高危人群”的感化，预防社会问

题；通过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失

独家庭等弱势群体的帮扶，解决民

生问题；通过社区互动，增强社区

居民归属感和凝聚力，提升居民潜

能；引导社区居民与政府沟通影响

社会政策的制定及资源的合理分

配，促进社会公正。

3 年多他们
从3人增至581人

社会工作者：指在社会福利、社

会救助、社会慈善、劳动保障、残障

康复、优抚安置、医疗卫生、青少年

服务、司法矫治等社会服务机构中，

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技

术人员，通常简称“社工”。社工的

主要职责是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各类

处于困境的社会成员进行专业化

“诊疗”，社工的存在有效地弥补了

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

[名词解释]

在 利 群 社

会工作服务中

心 内 ，患 者 正

在制作手工。

育 才 社

区“4 点半学

校”里，孩子

们 在 义 工 的

指导下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