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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周年以来，浙江海盐县委社会工作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健全志愿服务工作

体制机制，“天宁评谈”等案例入选嘉兴市志愿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案例，“漫”话安全志愿服务

项目获嘉兴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浙江海盐助推“四有”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等相关做

法在省级以上媒体得到广泛报道。

聚势赋能强基固本
打造社会工作人才野生力军冶

创新构建全方位组织、全领

域发动、全要素保障“三全”助考

体系，社工职业资格考试报考人

数 2000余人，同比增长超 50%，
创历史新高。实施“云端课堂+特
训营+送考服务”三位一体培育
模式，参考率提升至 88%，年度

新增持证近 500人。同步开辟专
职岗位，吸引 500余人竞聘，构
建起人才蓄水池。

全县持证社工突破 2900人，
构建“专技—一线—拔尖”三级

成长体系，组织持证社工专技人

员参加继续教育，累计参训 600
余人次。依托镇（街道）社工学

院，推行一线社工“五个一”实战

培养模式，累计举办能力提升 20
余场，覆盖千余人次。在理论与

实务、法规与伦理、政策与纪律

等内容上发力培育拔尖人才，年

内新增市级拔尖人才 1人。
坚持“人才+项目”双轮驱动

机制，深耕医务社工领域，组建

覆盖心理咨询、康复护理等专业

的 30人复合型团队，支持和指
导《“点亮星灯”关爱孤独症儿童

公益项目》等 5个医务社工项目
落地具体医院。构建“政府购买+
福彩公益金+慈善基金”的多元

保障机制，全县年度实施服务项

目 99个，撬动资金 1900万元。

全民志愿品牌引领
构建志愿服务野新生态冶

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健全新

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推

进政治礼遇、经济激励、社会尊

崇三维激励机制，通过赠阅党

报、观影优待、子女入学加分等

12项礼遇政策，惠及全县志愿
者。实施志愿服务进网格行动，

组织理论宣讲、乡村振兴、健康

中国建设等活动织密“15 分钟
志愿服务圈”，打通服务“最后

100米”。
2024年，海盐县志愿浙江注

册志愿者突破 14万人，活跃志愿

者 7.2万，每万人活跃率达 15%，
累计服务时长 1139万小时。以邻
里互助为主题，动员广大群众在

村落、社区开展帮困、助学、助残、

调解等文明实践活动，营造全民

参与、全域覆盖的志愿服务氛围，

展现“万千志愿者共建文明海盐

志愿红”的生动图景。

创新“党员+社工+志愿者”
联动模式，打造“武有益社暖邻”

“桥见志汇”等特色品牌，针对“一

老一小一新一困”等领域的个性

需求，推出“邻里来敲门”“窗帘计

划”“一瓶水”等志愿服务行动，开

展安全宣教、环境维护、交通引

导、结对关爱、走访慰问、托育管

教、咨询解惑等助力基层治理活

动，惠及 10万余人次。
渊据海盐县委社会工作部冤

浙江海盐：

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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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福建省厦门市湖里
区被确立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试点地区。十八年来，湖里

区持续打造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成

长摇篮，拓展社会力量参与基层

治理渠道，推动社会工作创新发

展，培育造就一批数量充足、素质

精良、满足基层治理需求的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先后获得“首

批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

点示范城区”“全国社会组织建设

创新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野放水养鱼冶
强化制度建设野牵引力冶

“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

对我们这些草根社工创业者来

说十分难得。”在开心社工服务

中心创始人韩秀云看来，“放水

养鱼”让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机

构有了足够的发展空间。

从试点工作启动之初，湖里

区就聚焦引才留才难题，出台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加快推进“智汇湖里”人才强

区战略的意见》《关于推进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工作意见》

《社工人才住房保障申报指南》

等十余项政策措施，边试点、边

总结、边优化，健全完善社会工

作发展体制机制，吸引留住优秀

社工人才。

“2012年，我刚从大学毕业，
那时的湖里区已经吸引了众多

社工机构聚集。其中，有关社工

的人才政策尤其吸引我，坚定了

我留在厦门的决心。”回忆起多

年前选择到湖里区工作，博爱社

工服务中心总干事邱卫源依然

历历在目。她与团队在助残社会

工作中，从帮助残疾儿童链接义

诊资源、适配辅助器具以改善生

活，到为特殊家庭提供喘息服

务，见证了一个个家庭和服务对

象逐渐融入社会生活。12年的坚
守，让她荣获“厦门市助残扶残

先进个人”“厦门市专业社会工

作领军人才”等多项荣誉。

同样把湖里区作为社工创

业梦想第一站的，还有来自龙岩

的林玉瑞。2013年，他创立培善
社会服务中心，但因为社工服务

还未普及，他花了几个月才接到

了第一个项目。令林玉瑞感到高

兴的是，在湖里区的大力扶持和

推动下，社会工作和社工机构越

来越被大众所了解，更多社工走

进社区，成为社区治理和服务居

民的重要力量。“厦门市湖里区

良好的人才培育体系为我们社

工的成长搭建了通道，也让我们

扎根社区、服务居民更有奔头”。

坚持制度先行，带来的是实

实在在的福利。湖里区将社工人

才纳入市、区拔尖人才评选范

围，是全市唯一出台社工人才奖

励政策的地区。人才补贴、住房

补贴、人才公寓、子女入学照顾、

社会组织租金减免、常态化政府

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一

系列制度保障、优惠政策，为社

会工作者们增强职业自豪感，带

来社会认同感。截至目前，湖里

区共培育区级以上社会工作领

域优秀人才 29名，高级社会工
作师 11名，初步构建一支具备
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特质的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野助人自助冶
提升治理水平野创新力冶

湖里区充分发挥专业社工

在引导培育、管理和推动社区社

会组织、志愿服务队伍建设上的

作用，在社区建立社会工作室，

成立以社区居委会主任为组长，

以具备社会工作职业资格的社

区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骨干为

主要成员的工作服务组，与专业

社工机构配合开展工作，通过项

目实践，提升社区干部的社会工

作专业能力。

“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

念打开了我服务社区和居民的

视野和思路。”湖里街道海天社

区党委书记汪闽菊说。她将社会

工作服务技巧与基层社会治理

相结合，创立了社会工作品牌

“健康大篷车”。链接辖区内企业

资源，将义诊、义剪、法律咨询、

体育常识科普等便民服务项目

整合到大篷车中，将“健康大篷

车”开进厂区、文创园、商业街等

地。企业员工、社区居民在享受

到优质服务后被充分动员起来，

从受益者转变为助人者，成为志

愿队伍的核心力量，自发地出钱

出力，回馈社区。2025年，海天社
区入选中社部党建引领“专业社

工+志愿服务”融合试点社区。
同时，湖里社工也积极参与

到推进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创新

实践中。他们以“志愿服务”为主

要抓手，着力搭建城中村居民互

助平台，以促进“城中村居民融

合”推动“城中村”实现大变化。

湖里区霞辉社会服务中心的社

工们挖掘后坑社区内的能人骨

干，成立“小巷管家”近邻志愿服

务队，其中包含 72名外来居民
和 48名原住居民，作为一个整
体为社区所有成员提供义务维

修、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关怀

社区 104名特殊困难群体，参与
环境整治与文明宣传，策划“家

庭互助日”等系列活动，推动志

愿队伍实现自主运营、自助互

助，促进新老居民和睦相处。

野力学笃行冶
凝聚多元共治野向心力冶

助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成

长成才，需要“从实践中学，从书

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

训中学”。为此，湖里区深化校社

合作，组建社工专家顾问团队，

建立由 42 名高校专家和 79 名
实务人才组成的区级社工人才

库；组织培训讲座超百场，督导

团体工作坊 500余次，专题课题
调研 10余个；先后引进 7名社
会工作专家进行督导，参与湖里

区社会工作发展规划制定。

“上岗后，我们仍然有很多

培训机会，无论是到湖里区的社

会组织服务园开展实训，还是到

其他优秀地区交流学习，我们都

感受到自己在不断吸收进步。”

湖里区社工司瑞玲说。湖里区搭

建多层次教育培训平台，依托社

会组织服务园等三个省级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基地，建设社工实

训、社工教育、社工督导三个平

台；与湖里区社会工作促进会合

作，为不同阶段的从业者设计

“岗前培训、在职教育、继续进

修”等基础课程；推动行业对话，

先后与苏州市社工机构代表、东

莞社工督导人才等多地优秀人

才开展交流学习；把社工专业培

训作为社区工作者每年轮训的

“必修课”，坚持举办社会工作师

资格考前公益培训，截至 2024
年 12月，全区持有全国社会工
作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工作者

达 1500多人。
推己及人，湖里区积极推动

社会工作方面的闽宁合作。辖区

内社区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共

同募集社会帮扶资金 350万元，
选拔一批具有良好职业操守、具

有丰富一线经验、能起示范带动

作用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组成

“山海协作”轻骑兵，到宁夏等西

部地区开展“牵手活动”，推动闽

宁地区在社会工作和基层社会

治理等方面实现互惠双赢。

慰老助老、扶贫帮困、助残扶

弱、服务青少年、帮助戒毒人群回

归社会……不知不觉间，湖里区

的社会工作者们越来越深入基层

一线，成为辖区居民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环，他们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以专业知识、奉献精神和切

实行动，与社区携手形成服务群

众的合力，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建设美好生活竭智尽力。

渊据叶中国志愿曳杂志冤

福建厦门湖里区：

野三力并举冶赋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