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走进西藏林芝市巴宜区白马岗街道社工服务站，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展板。展板的主体是一幅

手绘地图，上面贴着一张张便签条，包含了街道各个社区里
困境儿童的分布情况以及档案编号。

“每过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对展板上的信息进行更新。 ”
社工央庆措姆向记者介绍，“针对辖区内的困难群体，包括儿
童、老人、残疾人等民政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我们会上门开
展社工服务，为他们解决生活里的难题。 ”

如今在林芝，这样的社工服务站已经有 18 个，成为切实
守护林芝困境儿童的一线力量。“汇聚各方力量，林芝积极介
入困境儿童保护，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林芝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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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各方力量 守护儿童成长

逐户走访发现问题
建立档案分类施策

上午，记者随央庆措姆一同
去入户服务。 收拾材料，换上蓝
色的社工马甲，央庆措姆快步走
出社工服务站大门。“这次的距
离比较近，咱们步行即可。 ”她告
诉记者。 更多时候，央庆措姆需
要采取骑车、坐公交等方式前往
入户对象的家中。

辖区内居住着两万余名居
民，其中涉及的困难家庭有近百
户，这些人都是央庆措姆的主要
服务对象———去年底，社工站的
两名社工花了 3 个月的时间，逐
户走访了这些困难家庭，对他们
的情况开展摸底调查。

2021 年 9 月，林芝在全市建
立了 7 个社工服务站；2021 年 12
月，民政部门又选定“服务基数
大、需求突出”的 11 个点作为第
二批社工站建设试点。“这些社
工站点的投入，能帮助我们及时
发现困境儿童， 并对其开展救
助。 ”林芝市社工指导中心社工

益西顿珠说。
次仁卓嘎就是在社工们在

入户中发现的困境儿童。 次仁卓
嘎来自单亲家庭，作为清洁工的
母亲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担，他
们一家都是民政部门重点关注
的对象。

“妈妈，我背书包的时候身
上疼。 ”一次入户时，社工听见次
仁卓嘎跟母亲说。 他们立即询问
次仁卓嘎的身体情况，并很快帮
她安排了医院开展检查。 没多
久，检查结果出来，原来次仁卓
嘎罹患了脊柱侧弯，情况比较严
重，需要开展手术治疗。

“通过入户走访、问卷调查、
访谈面谈等方式，我们全面掌握
重点服务对象的具体信息，实现
困难群众信息建档全覆盖。 目
前，我们对全市 325 名困境儿童
建立档案，分类施策，边走访边
解决问题。 ”益西顿珠说。

开展结对帮扶服务
组织专题系列活动

前不久，次仁卓嘎刚从广东

深圳做完手术回来。她也是林芝
市首批赴深圳接受手术治疗的
4 名患病困境儿童之一。

次仁卓嘎家庭条件困难，家
庭无力承担外出救治的费用。为
了帮助孩子解决问题，林芝市民
政局将次仁卓嘎纳入困境儿童
关爱服务行动救助范围，及时送
往深圳市儿童医院治疗。往返路
费和生活费用由巴宜区民政局
给予临时救助，医疗费用由林芝
市医保报销，剩余部分由深圳市
儿童医院兜底，且对入院、检查、
治疗、生活等方面的费用给予合
理减免。

社工们也积极介入次仁卓
嘎后续的恢复工作。在次仁卓嘎
回家后， 央庆措姆等人多次登
门，向次仁卓嘎的母亲讲述家庭
关心关爱的重要性，引导她更关
注次仁卓嘎的心理需求。

每一次入户、每一步进度，
社工都会进行整理， 形成困境
儿童档案， 更清晰地记录孩子
的变化， 也为日后的工作打下
基础。 社工根据困境儿童的急
难程度进行持续跟踪、 定期探
访， 提出问题解决方案， 形成
《个案辅导记录》153 份，把帮扶
做实做细。 在白马岗街道社工
服务站， 记者看到整整一柜子
的困境儿童档案。 抽出其中一
个文件盒， 打开属于次仁卓嘎
的一匣， 里面有着足足四五十
页的记录， 详细记载了多达 17
次访谈的情况。

除了一对一的个案救助，林
芝市民政部门还组织了许多活
动，以专题形式帮助更多孩子走
出困难处境。

在走访中，社工发现马小虎
可能存在自卑等心理问题。当达
娃央宗等人开始筹划系列活动

时，就立马邀请马小虎参加。 几
次活动下来，马小虎逐渐打开心
扉。 老师的谆谆教导，孩子们的
相互讨论，帮助马小虎逐渐走出
了自卑。 以前，马小虎很少和周
边的人讲话，别人问什么他都不
回答；现在，他不但经常主动发
言提问， 下课还和朋友有说有
笑，变得开朗多了。

通过与困境儿童本人、家
庭、学校、社区、政府以及周边企
事业单位建立联系，林芝市社工
服务机构汇聚社会资源，建立困
境儿童保护服务体系，不断增强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实效。

强化指导开展培训
提高社工服务水平

几次入户，让达娃央宗这个
95 后姑娘生出许多感慨。 从南
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
后， 她回到家乡从事社工工作。
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林芝人，“但
正是从事了这份工作，我才对家
乡的社会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 ”达娃央宗说。

在马小玲家，达娃央宗和马
小玲、 马小虎姐弟一起包饺子。
当时，注意到马小玲的玩具娃娃
都被编了辫子， 她思忖片刻，便
问马小玲：“姐姐给你编个辫子
好不好？ ”不太愿意和人打交道
的马小玲沉默半晌，竟然答应了
下来。 由此，马小玲很快就和达
娃央宗亲近起来。这点变化让初
为社工的她印象深刻。

在林芝，社工大多数都是像
达娃央宗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在
工作中学习和成长，学习如何做
好服务和保障工作。

下午，走进林芝市社工指导
中心， 一群人正在忙碌地工作

着。益西顿珠和达娃央宗正在电
脑前处理各个社工站在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一些日常的工作，
社工们经常来咨询，我们在专业
范围内给他们解答。 ”坐在电脑
前，达娃央宗边处理工作边说。

“我们社工指导中心就是为
社工的工作和发展提供意见，帮
助他们更加科学、有效地开展工
作。 ”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工作
专业的益西顿珠说，“我们已开
展社工专业培训 57 场， 线下督
导 21 次， 社工站开展共学活动
10 场， 参加共学活动 160 人次。
这些活动为社工开展专业服务
打下扎实基础，也为基层培养了
一批专业的社工人才。 ”

两名从广东援藏而来的社
工在指导中心负责开展指导工
作。“援藏社工陈伟培老师经常
为我们开展线上和线下培训，我
们平时在访谈中遇到的各项问
题，都会向他请教。 ”央庆措姆
说。

2021 年 10 月份起， 两名援
藏社工分别带领指导中心两名
社工，对 7 个社工站开展线上和
实地督导。他们手把手教一线社
工如何入户访谈、开展小组活动
和社区活动。陈伟培等人还带着
社工进行个案研讨、 工作规划，
回答他们提出的实务问题，并及
时发现他们的优点， 给予肯定，
了解他们的情绪状态，帮助他们
疏导工作中产生的消极情绪。

“从刚开始不知道如何访
谈， 到可以独立开展个案服务，
独立策划、开展小组活动和社区
活动，一线社工的专业知识水平
和实务技能都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陈伟培说。（文中次仁卓嘎、
马小玲、马小虎均为化名）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