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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五强”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强导向”：
提高站位，优化政策供给

苏州从上级指示精神与苏
州实际结合点上入手，完善相关
政策制度，努力为社会工作和社
工站建设保驾护航、指引方向。

一是注重高位统筹。 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社工站建设，先
后 3 次专题开会研究相关文件
制定情况，并以市政府名义印发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两年全覆
盖、三年全规范”。

二是注重规划引领。认真对
照民政部、江苏省民政厅关于社
工站建设相关要求，深入基层开
展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调研
论证，从“总体要求、基本原则、
目标任务、建设要求、工作要求”
等五个方面，对乡镇（街道）社工
站和村（社区）社会工作室“谁建
设、谁管理”“做什么、怎么做”等
明确规定，有序推进基层社会工
作站（室）建设。

三是注重末端落实。将基层
社工站建设纳入全市民政重点
工作监测评价指标，将覆盖率列
入高质量考核指标体系，形成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整体合
力和工作格局。 同时，协调争取
将社会工作、基层社工站建设纳
入社会治理现代化、基层党建等
重点领域，进一步凸显社会工作
的功能作用。 比如，市委政法委
将基层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写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三年
规划，把社工人才总数纳入各地
考核指标。

“强运行”：
科学统筹，构建四级平台

苏州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和网络功能， 打破部门壁垒、
机构壁垒和岗位壁垒，进一步整
合基层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探索
建立“市级统筹、市区指导、乡镇

落实、村居配合”的四级社会工
作站（室）运行格局。

市本级筹建“苏州市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发展服务中心”，搭
建市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综合
服务平台，统筹推进全市基层社
会工作站（室）建设，研究完善工
作指引和规范。同时还成立了全
省首个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和
首个社会工作发展研究院，深化
政、社、校、企合作，支持基层社
工站建设。

各市区建立“社会工作服务
指导中心”， 作为基层社工站的
指挥中心，协调指导本地基层社
工站的运行管理和服务开展，推
进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乡镇（街道）建立社会工作
站，作为区域性社会工作综合服
务平台， 围绕特殊困难群体服
务、城乡社区治理等领域，以辖
区民政对象为受众，设计并实施
项目，衔接村（居）专项服务。 目
前已建成 90 个社工站， 覆盖率
达 94%，年底将实现全覆盖。

村（社区）建立社会工作室，
作为区域性社会工作直接服务
网点，根据社区发展和居民个性
化需求提供专业服务，培育和发
展社区社会组织， 有效联动社
区、志愿者和慈善等资源，目前

已建成 1102 个村（社区） 社工
室，明年底实现全覆盖。

“强体系”：
打造队伍，筑牢人才支撑

苏州坚持在实践中培养人
才、使用人才，将社工站打造成
基层社工的人才阵地，社工专业
成长和职业成长的稳定平台。

一是健全培养体系。大力开
展持证社工继续教育项目，针对
新入职社工、一线社工、社工机
构负责人、项目主管、本土社工
督导等，分类分层次开设课程体
系。 同时，依托高校社会工作专
家资源，大力实施社会工作督导
人才培养计划。 近年来，累计投
入近 500 万元举办各类培训和
继续教育，受训超过 9000 人次。

二是规范实践体系。 开展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星火计
划”，引导基层社工站（室）在精
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困境儿童
保障、老年人关爱服务等领域开
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同
时， 及时总结推广成熟项目，将
可复制的经验上升到市级层面
的标准规范和政策制度。

三是完善评价体系。组织开
展两届“苏州市社工专业人才

奖”评选，设置“先锋代表”“领域
标兵”“明日之星”3 个奖项，共
评选本土优秀社工人才 54 人。
目前， 全市持证社工总人数 1.8
万人， 占全省持证社工总数的
22%， 拥有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136 家，全职员工超过 1600 人；
培养社工本土讲师 33 人、 市级
见习督导 59 人、 本土社工督导
近百人，数量保持全省前列。

“强融合”：
共建共治，加强资源联动

深入实施“社工+”战略，持
续拓展服务领域、 规范服务内
容、提升服务质效，努力构建社
会工作多方参与、 多元合作、多
头并进的融合发展格局。

一是推动“社工与社区”良
性互动。 以基层社工站为平台，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导专业社
工与社区联动协作，将多元化治
理服务需求转化为具体服务项
目， 不断推动社区治理服务更
新、模式创新。

二是推动“社工与慈善”有
机衔接。发掘和链接多元化慈善
资源，营造服务优质、资源丰富、
便捷持续的基层“慈善社工服务
圈”。前期，在政府投入购买服务

资金 4700 万元的基础上， 推动
乡镇（街道）设立“社区慈善基
金”， 目前全市 96 个乡镇（街
道）、565 个村（社区）建立“社区
慈善基金”， 累计动员慈善资金
5100 余万元， 不断做大社工站
运转“资金池”。

三是推动“社工与志愿服务”
同频共振。 通过市级“慈善同心·
志愿同行”系列活动，以扶持锐意
创新、 发展成熟的社工站项目为
抓手，积极培育、大力扶持一批联
动服务项目， 努力让社工服务与
志愿服务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强品牌”：
对标一流，深化服务创新

苏州着眼创新工作思路、完
善服务体系、 打造品牌特色，深
入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经
验做法，持续创新基层社工站运
营模式。

一方面，全市创新打造“驻
站社工”+“外派社工” 服务品
牌。每个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
至少配备 3 名“驻站社工”，并配
备“外派社工”到村（社区）社会
工作室开展服务。“外派社工”深
入村（社区）摸排需求、预估分
类，“驻站社工”精准对接、深度
服务， 进一步增强服务领域、服
务对象、 服务内容的聚焦性，提
升服务精准化、精细化、专业化
水平。

另一方面，鼓励各市、区结合
本地特色， 打造本土化社工站品
牌。 比如，太仓市建设“邻里家园”
模式，推进基层社工站建设，形成
了“市级督导、镇级服务、社区反
馈”的服务体系；常熟市打造“睦
邻空间”服务品牌，以村（社区）为
实施主体，按照“1+3”服务模式，
推动基层社工站建设； 相城区立
足基层社工站七大中心功能定
位，推出“8+N+1”服务品牌，开展
系统化社会工作服务。
（据“中国社会工作”微信公众号）

近两年，江苏省苏州市坚持把发展社会工作、推进基层社工站建设作为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围绕“强导向、强运行、强体系、强融
合、强品牌”，不断探索具有苏州特色的社工站建设“五强”模式，进一步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太仓市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开展残障人士艺术治疗小组

苏州市吴江区举办社工站集中授牌仪式

太仓市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开展残障人士艺术治疗小组

常熟市琴川街道社会工作站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