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幅幅鲜活温暖的画面，
正是四川推进社工服务体系建
设后基层的真实写照。

去年以来，四川省民政厅顺
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趋势和群众过上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落实民政
部有关工作安排，策划启动了社
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按照“养
事不养人”“专业人干专业事”
“一支队伍搞服务”的理念，以整
合政府购买服务事项为着力点，
通过引入专业社工机构，综合承
接各部门下沉乡镇（街道）的服
务事项。 在社工体系试点项目带
动下，社工站点建设步伐明显加
快， 社工人才规模迅速提升，各
类社工服务在基层蓬勃开展，老
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得
到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面貌焕然
一新。

背景：基于“五个考虑”
打造基层治理服务平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
化演进，农村人口“空心化”“三
留守”现象突出，城市居民服务
需求“精准化”“专业化”态势明
显，加强创新基层治理、优化基
层服务供给的要求十分迫切。 四
川立足省情实际、把握社会演进
趋势，从五个方面考虑谋划社工
服务体系建设，打造基层治理服
务的综合平台。

一是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
社工站点引进发达地区社工机
构和服务理念，有利于发挥社

工站点孵化社会组织、培养志愿
者、链接内外资源、开展社区服
务等优势，提高基层治理的组织
化、专业化程度。

二是延续两改“整合”逻辑、
做实“后半篇”文章。 按照“提高
治理效能”要求，由社工站点整
合政府购买服务资源，综合承接
各部门业务相近、 对象相似、工
作相关的下沉服务事项，实现用
社工站点“一根针”穿好各部门
服务“千条线”。

三是优化基层社会服务、弥
补公共服务不足。 社工站点实施
社工服务项目， 直接为老人、儿
童、 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关爱服
务，并通过个案、小组和社区工
作等专业方法，精准提供社会服
务、解决社会问题。

四是开发就业岗位、增加城
乡居民就业。 通过要求每个乡镇
（街道） 社工站至少配备两名专
职社工或数名兼职社工以及若
干志愿者， 有效带动高校毕业
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到
城乡基层一线就业。

五是加快培养社工人才、优
化人才队伍结构。 以项目化带动
的方式， 引进和培育专业社工，
快速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通过社工站点建设，各地逐
步突破“两委”成员“唱主角”的
基层局限， 构建起社会组织、社
工、志愿者等多元治理主体“百
花齐放”的治理格局。 截至目前，
社工站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2507 家，培训社工人才 1.9 万人，
成立志愿服务队 2329 支， 注册
志愿者 10.09 万人。

路径：“三年试点、两年扩面”
“五个一批”推进落地

考虑各地在经济发展、社会
发育、居民需求、财力保障、人才
支撑的差异性，四川给出了自己
的一套建设社工服务体系的方
法路径。

在时序上，按照“三年试点
引领、两年扩面延伸”的思路，从
2021 年起， 每年支持 60 个左右
的县（市、区）开展试点，用三年
时间带动各地建设运行一批社
工站点，形成示范效应，之后两

年扩面运行乡镇（街道）社工站
并逐步向村（社区）延伸，力争
“十四五” 末实现全省乡镇（街
道）社工服务全覆盖。

在路径上， 采取省级资金奖
补带动一批、 城乡社区治理试点
形成一批、 依托民政服务机构布
局一批、 市县整合部门资源自建
一批、 利用现有场所资源赋能一
批的“五个一批”方式，多元综合
推进社工站建设。同时，通过纳入
重点工作、严格申报审核、加强调
度培训、做实评估督导等方式，有
序推进社工服务体系建设。

截至目前，全省共建成社工
站点 4451 个， 其中市级支持中
心 5 个，县级社工总站 96 个、镇
街社工站 843 个、村（社区）社工
室 3507 个。

方式：突出“四个整合”
增强社工体系建设合力

过去，各个部门分散购买基
层社会服务， 导致购买成本高、
人员业务不饱和，持续运营难以
为继，迫切需要采取整合的方式
推动集成购买服务。

四川以“整合”思维建设社
工站点，以“共赢”思维集成服务
资源，推动各部门政府购买服务
在基层社工站点实现项目、资
金、服务、力量“四个整合”，实现

“一支队伍搞服务”。 首先，推动
养老、儿童、救助等民政购买服
务项目更多依托乡镇（街道）社
工站实施。 其次， 协调工会、团
委、妇联、残联等部门与民政相
邻下沉服务向社工站集成。 最
后，鼓励县级党委、政府加强工
作统筹，把政府购买服务事项集

中整体打包采购，从而降低行政
成本。 社工站通过激发各方优
势、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了参与
基层治理的整体合力，在以“存
量投入”开展“增量服务”的基础
上，争取有“增量投入”优化基层
服务供给。

2021 年， 省级奖补投入
4560 万元， 撬动市县投入资金
2.89 亿元，其中整合民政部门资
金 1.1 亿元，整合其他部门资金
1066 万元。

特色：突出“五化”“六服务”
优化基层服务供给

社工站一开始就被定位为社
会服务的公共平台，鲜明提出“服
务是灵魂、质量是生命”，突出“五
化”特色。 突出社会化，实施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引入社工机构进
驻站点提供相关服务，坚持“养
事不养人”；突出专业化，试点站
配备两名以上专业社工，着力提
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突出体系
化，构建“市级社工支持中心—县
级社工总站—镇街社工服务
站—村（社区）社工服务室”市域
四级社工服务体系； 突出亲民
化，采取请入站、走进门等方式
为居民提供面对面、 个性化服
务；突出本地化，初期引入成都
等地社工机构进行人才培养，后
期逐步培育形成以本地社工为
主的支撑力量。

通过推动社工站专业化建
设，四川有效改变了社区服务“碎
片化”“表面化”特征，为基层提供
了更加精细、优质、多元、专业的
服务。 据统计，社工站点围绕需
求评估、资源链接、社会救助、老
幼关爱、社区治理、产业发展等

“六项服务”，链接社会资源 2980
余万元，提供救助服务 7.85 万人
次，开展老幼关爱 28.60 万人次，
开展社区活动 1.04 万次，助推产
业发展 3380 余次。

近日， 四川省民政厅发布了
《关于加快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
设助力新冠疫情社区排查防控
的通知》， 引导各地社工站点积
极助力疫情防控。 今年以来，每
日投入新冠风险人员社区排查
的专业社工约 3000 人，发动志愿
者六万人左右，主要承担协助核
酸检测、关爱特殊群体、链接资源
物资等工作，有效纾解基层疫情
排查防控压力。

（据封面新闻）

试点一年后
四川社工服务体系建设有了这些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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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市宏达社区的孩子们专注地上着“周末两节课”，课程由社区在社工的帮助下打造，
授课者是以老党员、老教师和老手艺人为主的志愿者，丰富的服务项目让孩子爱上了

这个课堂。
绵阳市忠兴镇社工站在凤凰村开展“益老”农村养老照护活动，志愿者们与老人促膝交流，

帮老人做饭洗衣、捶背按摩和测量血压。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激动地表示，“现在的生活真好啊，
志愿者就像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让我们更加有信心去迎接未来幸福的每一天！ ”

……

四川各地社工站点积极助力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