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难有人帮，纠纷有人调解，大事小

事有人管……“这些真要归功于海安社

区社会工作室‘心连心’公益互助会项

目。”塘下镇海安社区的一位移民给“心

连心”公益互助会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塘下镇海安社区拥有一个特殊的移

民村——珊溪移民行政村城东村。移民

安置十多年来，城东村受到了历届当地

党委政府的特殊关爱与照顾，其经济发

展状况在全市移民村中成为无可争议的

佼佼者，而一直以来城东村与周边村和

谐相处所营造的融洽氛围，更为移民互

助平台的创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环境。

去年 10 月，借着温州市创建“幸福

社区”的东风，我市将“移民互助平台”创

建试点落定海安社区，成立了海安社区

“心连心”公益互助会。

据海安社区社会工作者施克华介

绍，互助会作为“幸福社区”的延伸和重

要补充，得到了海安社区党委的高度重

视，社区在办事处下设专门办事窗口，为

移民们提供便利的互助服务。

“互助会的首要任务是要帮助移民

发展生产，为移民创业就业牵线搭桥。”

施克华说，通过举办职业技能培训等“授

人以渔”的引导方式，移民创业就业成功

率确实提高了不少。

“今年，一名就读于瑞祥高级中学

的移民子女苦于缴纳不起学费前来求

助，我们在了解情况后帮助他争取到了

相关部门的助学扶持。”施克华回忆

道，去年，互助会也开展了助学帮困活

动，帮助6位贫困学生得到企业的结对

帮扶。

“经过 10 个月的探索，互助会已经

逐步走上正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兴

趣+公益’的形式开展社区资源整合试

点工作，努力让移民更加安居乐业，为温

州市下年度全面推广该项工作累积有益

的经验。”施克华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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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社工做“大脑”热情义工当“手臂”

“两工联动”，助推志愿服务模式专业化
■记者 陈丹丹 见习记者 胡 叶

在2011年前，我市专业社工仅有3人，2013年则大幅增至581人，今

年，又将有一批“新面孔”通过专业考试，加入到社工服务队伍中来。

社工队伍虽然在壮大，但需要填补的“裂缝”也在无限扩大。在实践的

过程中，我市逐渐形成“社工＋义工”的服务新模式，即通过“社工引领义工

服务、义工协助社工服务”的模式，以社区为基础，以社会组织为依托，建立

起社工、义工联动发展的机制。

生活遇到难题可到专门的社工机构寻求帮助，孩子放学无人管可以利

用社区活动室看看书、写写作业，残障人士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学会“助

人自助”，取得良好的康复效果……专业社工和热情义工相辅相成，将服务

深入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放学时间到了，孩子们马上就要来

了！”日前，记者于下午16时30分准时抵

达育才社区“四点半学校”，当天的辅导老

师朱守国已早早在课业辅导室等待学生

们放学。

话音刚落，几名小学生便背着书包飞

奔而来，有的接过朱守国手中的蛋糕，迫

不及待地品尝起来；有的则坐在桌前，认

真地做起作业……

“这个字应该这么写……这道题应该

这样算……”朱守国耐心地辅导着几名做

作业的小学生，本职工作即是教师的他，

不管工作多忙，每周都会抽出一个下午时

间，到这里当义工。

事实上，这所“四点半学校”并非常规

意义上的学校，而是为了解决中小学生放

学后无人照顾看管，由育才社区社会工作

室搭建的学习娱乐场所，于去年9月份开

始正式“开学”。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四点半学校”除

了拥有一间宽敞明亮的课业辅导室外，还

设置了一间图书室和一间综合活动室。

其中，综合活动室是集学习教育区、逃生

体验区、心灵鸡汤区、绿色环保区和健康

区为一体的科普馆。

“在这里，每周会安排一次文体结合

的活动，或让学员自编自演节目。”育才社

区党支部书记李群微说，现在每天都有近

30名学生放学后来“四点半学校”继续“上

学”。

钟茗格是安阳实验小学三年级的学

生，她很喜欢“四点半学校”，她的妈妈何

丽慧也对这里赞不绝口：“我家是双职工

家庭，下班前的真空时段根本管不了孩

子。以前，孩子放学后，只能让远在陶山

的爷爷坐公交车过来帮忙照看。社区开

设这样一个平台，不仅解决了家长的后顾

之忧，也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乐园！”

今年暑期，育才社区又为“四点半学

校”延伸了新的公益服务——免费为社区

学员提供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除了6名

大学生志愿者过来帮忙外，也有不少家长

自告奋勇地报名当老师。“暑假期间，我们

每周都会举办两次主题活动，比如手工

课、英语课、心理咨询、安全科普宣传教育

等，丰富学员的暑期生活。”李群微说。

“请问做急诊CT往哪边走？”、“验血

是在这里排队吗？”、“你能帮我看看你这

台自助机怎么用吗？”……一走进市人民

医院门诊大厅，就能看到穿着红马甲的小

何正在忙碌的身影。

“很多人对就医流程不熟悉，常常

排队到了窗口才被告知要先填表，有时

也会有排队的病人因错过叫号和医务人

员发生矛盾。我们的工作就是为病患和

家属导诊引路，安抚情绪激动的就医群

众，搭建医患之间的桥梁。” 小何说，

看到腿脚不便的老人，他们也会赶紧上

前搀扶。

小何和现场的几名“红马甲”都不是

医院的医务人员，他们有的是企业家，有

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教师，但他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身份——瑞安爱加倍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的导医义工。他们经过 3 个

多月的培训“合格上岗”，不管多忙，每周

都会至少抽出半天时间到市人民医院来

做“义工”。

半年来，“红马甲”队伍不断壮大，已

从最初的40人发展到现有的近80人，每

天都有 10 至 15 名义工轮流在医院开展

导医服务。如今，在就医群众的眼里，“红

马甲”就代表了信任。

正在排队缴费的叶大爷一脸感激地

告诉记者：“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自助机根

本不会用。穿着红马甲的姑娘看到后，马

上帮我充钱到卡里，这些义工都是热心的

好人。”

“有了热情义工当‘手臂’，导医工作

开展得非常顺利。”“爱加倍”理事张松林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接下来，在不断改进

和完善医院门诊导医服务的同时，还将逐

步开展便民服务，如在门诊大厅放置推

椅、雨伞、小凳子等，随后将对义工进行专

业培训，推出临终关怀、病房关怀两项服

务和募捐义卖等爱心活动，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让行善加倍。

利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驻扎在瑞祥

山庄，是一家免费为全市15周岁至35周

岁精神、智障患者实施辅助康复的公益

性社工机构。

金瑞福是该中心的创办者，身兼数

职的他，现在只要一有空，就会跑到中心

各个教室里转转，掌握患者们的康复情

况，以及督导社工开展专业的个案和小

组社会工作。

“每天的上午，我们会为患者安排音

乐、舞蹈等课程。而下午大都采用工疗，

让患者们自愿参加手工劳动，赚取的钱

归他们自己。”金瑞福介绍道。

记者采访时正值工疗时间，小华（化

名）和其余患者一起，正在制作手工艺

品。只见他熟练地将几块红色布料叠在

一起，对齐、翻折、固定，不一会，一个精

致的“蝴蝶结”便诞生了！

据介绍，小华从去年 4 月份来到该

中心接受康复治疗后，病情持续好转。

有管理人员看护，有朋友一起海阔天空

地聊天，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还有一

定的福利保障。通过劳动，他慢慢意识

到自身的价值；通过交流和学习，他逐渐

变得开朗起来。

“以前连公交车都不会坐，现在他回

家后还懂得帮家里分担家务，扫地、擦地

都做得有模有样。”小华的改变，让他的

家人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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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专业康复

服务，让学员们掌握最基本的谋生技能，

更好地融入社会。”金瑞福自豪地说，自

中心创办以来，已有8名患者成功康复，

并走向社会。

“我们中心仅有6名社工，而精神疾

病患者及智力残疾学员却有 20 多名。”

不过，让金瑞福感到欣慰的是，在人手紧

缺之时，会有一支固定义工队伸出援手。

今年 8 月，该中心组织学员赴高楼

进行“农疗”时，17 名义工主动参与，一

同带着学员看风景、摘杨梅。此外，该中

心社工负责学员日常康复训练，义工则

在社工指导下，帮忙看护学员，协助教授

音乐、舞蹈、书画等。

市民政局 联办贴心民政贴心民政 服务先锋服务先锋

社区“四点半学校”：

为孩子解决“放学后”难题
助残社工机构：

为残障人士构筑心灵家园

海安社区社会工作室：

让移民更加安居乐业
医院里的“红马甲”：

为导医工作注入加倍爱心

走访上述4家社工服务机构后，记者深深地感觉到，“有问题，找社工”正在成为社区居民的共识，“社会工作”这个原本抽象的名词变得越来越真实可感。

近年来，我市专业社工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打造出了一批集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专业性于一身的社会组织品牌，目前已涵盖青少年服务、新居民服务、残疾人服务、移民服

务、敬老服务、婚姻家庭、弱势群体帮扶等方面。

除采访中提到到的4家社工服务机构外，我市还有提供禁毒专业社工服务的华夏之家社工服务中心、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公义社工服务中心，以及同样致力于关怀弱势群体

的马屿“爱心之家”社工服务中心、“爱心阳光”社工服务中心和桃源社区社会工作中心，这些专业社工机构，成为政府延伸职能的“手和脚”，为社区居民生活添加了一道靓丽色彩。

记者手记

朱守国为育才社区“四点半学校”学员辅导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