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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鲤城：社工服务“135”，助力基层治理新发展

在三十多年前，深圳成立市

社会工作者协会，迈出社会工作

探索第一步的时候，大多数人都

没有想到社会工作这个当时鲜

为人知的职业，日后会蝶变为一

个拥有万余名社工、持续发展壮

大的社会服务行业，并在助力打

造民生幸福标杆、探索基层治理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今，社工服务在深圳遍地

开花，已覆盖所有街道和社区的

社会救助、社区建设、婚姻家庭、

禁毒戒毒、矫治帮教、纠纷调解、

残障康复、应急处置等近 20个
社会治理服务领域，从 2007 年
至今，服务总量达 1.4亿人次，为
各类有需群体开展精准化精细

化服务。

社工民间化运作
开全国先河

社工是从事专门性社会服

务的工作人员，是社会工作者的

简称，他们常常被政府各界比喻

为“社会工程师”，顾名思义蕴含

着大家对于社会问题“分析者”

“解决者”甚至是“终结者”的较

高期待。

深圳的社会工作起步较早，

1992年，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在快速推进经济建

设的同时，拉开了

社会建设的帷幕。

2007年深圳市委市
政府出台《关于加

强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建设推进社会工

作发展的意见》及

七个配套文件，是

全国第一个关于社会工作人才

培养、评价、使用、激励的机制和

制度保障的综合性地方文件。

随着文件的发布，深圳社会

工作正式走上了专业化职业化

的道路。深圳社工通过注册登

记、继续教育、督导保障、标准化

探索、评估考核等一系列措施，

不断提升专业本领，强化服务能

力，进行专业化实践。2011年，
《深圳社会工作发展绿皮书》公

布，深圳政府购买的社会工作服

务项目广泛分布于民政、残联、

司法、教育等九大领域。如今，深

圳社工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已然

成绩显著，更有一批优秀社工脱

颖而出，成为了这座年轻城市中

平凡岗位上的明星。

深圳市龙华区启明星社工

服务中心督导林嘉敏拥有多年

的基层服务经历，是社区居民眼

中的“小红人”。他曾和同事跨越

1000 多公里奔赴湖南怀化、永
州、新晃侗族自治区等受援地，

通过社工督导、培训演练、下乡

走访等形式，有效提升受援社工

的专业水平和实务能力，促进当

地社工人才的培养。

人才培养和服务专业化
走在全国前列

职业化是社会工作发展的

必然选择，深圳率先通过建立社

工登记与注册制度，开展继续教

育培训，打造督导人才体系，开

展人才安居与关爱基金服务等

一系列措施，拓展社工职业通

道，加强社工人才保障，持续推

动深圳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

高级社工师是全国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评价的最高级别，

目前，深圳社工从业人员已达

10276 人，其中高级社工师 46

人，数量居全国各地首位，充分

彰显了深圳社会工作人才培养

和专业化服务水平走在全国最

前列。

“开展精深疑难个案，更能

体现社工的核心专业价值。”国

家首批高级社工师吴巧敏深耕

社工服务 15年，从一线社工到
机构专业副总干事、区域领军人

才，几乎将社工领域的所有职位

都做了个遍。如今，她又回归到

她最爱的一线岗位，解决各类他

人眼中的“疑难杂症”“精深个

案”，通过自己的努力，介入各类

服务对象自残、轻生等危机问

题，让专业服务的光亮照进案主

的至暗时刻。

高质量发展模式
树立行业示范标杆

经过 30 余年的实践发展，

深圳社会工作职业进程领跑全

国，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壮大，形

成了先行示范“深圳经验”，被民

政部授予“创建全国社会工作发

展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示

范区”称号。

2020 年，《深圳市关于提升
社会工作服务水平的若干措施》

的出台，在国内率先推出改革社

工服务供给方式、健全综合监管

等多项改革创新举措，成为新时

期推动深圳社会工作跨越式发

展的纲领性文件。同时，深圳市、

区两级陆续发布 50余个专项政
策文件和行业规范文件，全面构

建深圳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

发展的制度体系。

随着中央与地方社会工作

部的建立，社会工作迎来了新的

历史机遇，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也

将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更好地融

入社会治理格局，拓展服务空

间，优化服务模式，联动多元力

量，深化服务质量，向着更高层

次、更广领域、更深服务转型与

升级。

在 3 月 24 日召开的社会
工作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市

委社会工作部的有关领导说：

“在党全面、有力的领导下，在

实务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

凝心聚力下，深圳社会工作必

将走出更高质量的发展路径，

迈上新的台阶，以先行示范的

经验为推动全国社会工作发展

做出‘探索者’和‘示范者’的有

益贡献。”

（据《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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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至今服务达1.4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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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作为泉州市中心城

区，各街道面临中心城区的共性

问题，包括外来人口快速流入、

邻里关系日渐淡漠、管理难度不

断增大等。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

和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破解治理难题，努力回应

人们关于幸福美好生活的期许，

鲤城区民政局在八个街道建设

社工站，着力人民对幸福美好生

活的需求，聚焦区域居民、老人、

残疾低保等特殊群体，依托各街

道社区“党建+”邻里中心，从社
会工作发展的顶层设计出发，展

开“135”的社工站服务模式，不
断助力基层治理新发展。

坚持一个党建引领主线，促

进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基层治

理格局。在鲤城区民政局的指导

和支持下，鲤城区八个街道成立

了社会工作服务站，每个站点由

第三方社工机构派驻两名专职

社工开展专业服务。各街道社工

站突出党组织对基层治理体系

建设的领导力，贯通区、街道、社

区党建工作，推动三级党组织有

效联动。同时,发挥社工的专业作
用，联动基层单位、企业、商家、

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依托各街

道、社区“党建+”邻里中心，让基
层治理从单一主导向共同参与

转变，促进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

基层治理局面。

打造三个专业服务平台，促进

居民树立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

一是建设社会工作服务的

平台。建设鲤城区街道社会工作

服务站指导中心，以各街道社工

站为中心，在社区内建设“社区

社工室”，形成“区社工指导中心

-街道社工站-社区社工室”的

“三级”社会工作服务联动平台，

为社区居民开展老人服务、儿童

关爱、社区治理、社会救助等四

大类服务，增加了居民参与社区

建设和社区活动的机会，提升参

与社区治理的意识。

二是打造社区协同治理的

平台。首先，基于优势视角理论

和优势互补的理念，搭建起街道

社工站运行管理多方联动的工

作统筹与协调机制。由区民政

局、街道、社工站运行机构、社区

社会组织共同组成，建立业务协

同长效机制，明确各方责任人，

建立工作联络群，实现基层服务

工作无缝对接。其次，基于信息共

享，协同服务的理念，依托街道、

社区梳理困难群众数据、爱心企

业、志愿者等多元主体情况，形

成了困难群众数据库 835 人、

志愿者信息库455 人、爱心企

业资源库 58家等多类清单，搭

建需求与资源的供需对接平台，

实现精准化帮扶。基于“从群众

中去，到群众中来”的服务理念，

以社区为平台，社工为专业引

领，社会组织为依托，共同开展

家庭走访，共同个案研讨，共商

帮扶方案，共同宣传动员，共同

开展帮扶。

三是搭建社会资源整合的

平台。各街道社工站重点发挥枢

纽功能，挖掘社区居民的服务需

求，整合链接服务资源，培育发

挥社区、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

志愿者、公益慈善资源，引导多

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同时，以

资源整合为支撑点，完善支持体

系，促进基层治理多元参与。结

合社工站的功能定位和服务领

域，鲤城区各街道社工站以辖区

居民多维度需求为导向，充分发

挥好鲤城区各街道的地域优势

和资源优势，通过“工作联促、活

动联办、效益联创”的方式，积极

整合行政、社会、社区三方面的

服务资源，逐步建立和完善鲤城

区街道社工站资源服务矩阵，深

化跨界合作和优势互补，为开展

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提供资源支

持。

构建“五社联动”服务格局，

助推各方力量有能力参与基层

治理。鲤城区各街道社工站统筹

推进社区、社工人才、社会组织、

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社会慈善资

源“五社联动”，使得各方参与社

会治理的动力更足、能力更强。

首先，构建以街道社工站、

社区社工室、社区(小区)志愿服
务队为成员的社会工作“三级服

务体系”，强化社会治理“末梢服

务”互动。以“群众急需、服务专

业、受益广泛”为标准，完善“社

工引领志愿者，志愿者协助社

工”的工作机制。

其次，深入开展党建带群

建，精心排摸居民社区治理需

求，精准对接社会组织和社会资

源，通过定期开展养老、助残、救

助、帮扶、青少年活动等公益性

服务，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第三，

积极发挥社区治理单元优势，通

过活动联办，协力搭建了社会服

务与公益慈善资源的交互平台，

如发动社区与泉州农商银行、江

南医院形成党建共建的形式，实

现了互利共赢，推动了社会治理

和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双提高。

最后，“五社联动”把社区各

类资源、各个主体都调动起来，

让“每个人”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形成“大合唱”，让社会治理精细

化的效率与温度日益释放。鲤城

区民政局将持续做深做实“五社

联动”，在高质量发展的“赶考

路”上，用优质专业服务答好“民

生实事卷”。

经过多年来的服务，“135”工
作模式成效初显。社工站立足各

街道实际，不断践行“民政爱民、

民政为民”理念，以居民需求和

区域发展需要为导向，打造了基

层治理创新的“服务圈”，构建了

社工人才培育的 “赋能圈”，健

全了基层治理创新的“关爱圈”，

切实推动了鲤城区社会治理深

化和基层服务变革。

（据人民政协网）

日前，随着新形势下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结

束，第十七届深圳社会工作宣传周落下帷幕。一周

内，500多场丰富多彩、形式多元的社工体验活动，让市民群

众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工作的认知了解与认同支持。

社工与
青少年互动，
宣传社工知
识（受访单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