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用“五社联动”机制
助力提升“一老一小”服务水平

“一老一小”社会服务需求的
变化为“五社联动”提供了现实土
壤和发展空间

我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人民对

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我

国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少子

化、长寿化的趋势，包含经济困

难的失能老年人、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等困难群众在内的“一老一

小”基本生活已得到有效保障，

但其社会服务需求从基本生活

照料生存型需求向多层次、多样

性、个性化发展型需求转变，越

来越追求品质生活、社会参与以

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一老”群体中最需要关注

的是高龄、空巢、独居、失能、残

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老年

人，其需求主要集中于生活照

料、医疗保障和精神慰藉等方

面。做好“一老”服务工作，不仅

需要帮助老年人解决吃饭、护理

等生活难题，而且要让老年人精

神上感到愉悦。在调研中发现，

空巢高龄老人生存状态堪忧，部

分城市社区老人生活照料资源

缺乏、精神慰藉严重不足，大多

数农村老人仍需要从事体力劳

动来减轻子女的负担，疾病的困

扰、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社交

活动的缺失让他们幸福感偏低。

“一小”群体中最需要关爱的

是留守、困境儿童，其需求主要包

括生活照顾、教育、医疗、安全、监

护、心理健康等方面。做好“一小”

服务工作，不仅需要尽力满足儿

童基本的物质层面的需求，而且

要加强对儿童的思想引导、心理

疏导和品德教育，帮助其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上进

心、责任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当

前，在农村地区，隔代教育比较普

遍，家校沟通不足，儿童沉迷于手

机游戏的现象非常突出，影响了

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

为满足“一老一小”多元化、

多层次的服务需求，亟需“五社

联动”机制下的多方参与，“一老

一小”服务为“五社联动”开辟了

广阔的服务空间。

培育壮大 “五社 ”力量助力
“一老一小”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运用好“五社联动”机制助

力“一老一小”服务工作，其首要

任务是培育壮大“五社”力量，发

挥“五社”力量在“一老一小”服

务工作中的独特优势。具体而

言，要发挥社区的平台作用，完

善服务功能；发挥社会组织的载

体作用，扩大服务供给；发挥社

工人才的支撑作用，提升服务能

力；发挥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的依

托作用，增强服务力量；发挥社

会慈善资源的助推作用，盘活服

务资源。

一是完善社区“一老一小”

服务功能，以完整社区建设为契

机，推进社区适老化、适儿化改

造，与 15分钟生活圈相衔接，组
织开展未成年人、老年人探访和

关爱服务，为居民提供更加完善

的公共服务。

二是培育“一老一小”领域

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社区社会组

织孵化中心（基地）等功能，加大

扶持力度，重点培育养老服务和

未成年人保护类社区社会组织，

并帮助其增强服务能力。

三是提升“一老一小”领域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水平。依托社

会工作服务站点、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站、乡镇（街道）福利院、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等，发挥社工桥

梁纽带、驱动增能作用，协同社

区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专业

服务机构等提供免费或低偿的

居家养老服务，开展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精准帮扶、家庭探访等

关爱服务。

四是壮大“一老一小”志愿

服务队伍。紧紧围绕“一老一小”

服务需求，设计并组织实施相关

志愿服务项目，积极动员社区党

员、社区居民、下沉党员、返乡大

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培育一批常

态化参与“一老一小”服务工作

的社区志愿服务组织。

五是链接社会慈善资源参

与“一老一小”服务工作。积极链

接慈善组织资源，实施社区“一

老一小”慈善服务项目。建立并

运行社区公益基金，资助“一老

一小”服务项目开展，打造公益

服务品牌。

积极运用 “五社联动 ”机制
形成“一老一小”服务工作合力

“一老一小”服务工作是一

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要

坚持党建引领、“五社”协同、融

合发展的工作思路，运用好“五

社联动”这一工具，有效整合社

区、社工、社会组织、志愿者、慈

善、养老服务、儿童福利等各方

的力量和资源，形成工作合力，

努力营造尊老爱幼良好环境，稳

稳托住“一老一小”的幸福。

建立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孵

化培育、赋能提质、项目扶持机

制，以社区社会组织带动“一老

一小”服务。在“五社联动”的机

制下，社工加强与县（市、区）社

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协作，注

重发掘社区志愿者、下沉党员骨

干，支持其牵头成立社区社会组

织，并运用专业方法激活“僵尸

型”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社会

组织负责人和工作骨干开展系

列培训，提升其设计和实施项

目、开展资源募集等方面的能

力。支持街道、社区举办社区微

公益大赛，资助社区社会组织实

施一批具有创新性的“一老一

小”领域社区公益项目。

建立完善社区志愿服务常

态化发展机制，以社区志愿者和

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带动“一老一

小”服务。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制，

对经常性参与“一老一小”服务

工作的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志愿

服务组织进行激励表彰，推动建

立并逐步完善“居民点单—社区

派单—志愿者接单—居民评

单—积分兑换”服务机制。推行

“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协作
机制，发挥二者在“一老一小”服

务工作中的各自优势，构建社会

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相互协作、

共同开展服务的新格局。

建立完善社会慈善资源募

集使用机制，以社区公益基金带

动“一老一小”服务。引导社区与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合作，建立并运行社区公益基

金，为“一老一小”服务开展筹集

资金。发挥社工专长，紧紧围绕

“一老一小”的现实需求，设计接

地气、聚人气的社区公益项目，

不断提升项目实施成效。通过宣

传项目实施效果，吸引社区居民

为社区公益基金捐款捐物，做大

公益“蓄水池”，拓宽“一老一小”

服务的资源渠道。

（作者单位：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吕建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裕

华区初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一

名社工。去年 8月，在石家庄市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组织的一次

夏令营中，吕建华第一次见到了

小米（化名）。13岁的她身材高高
瘦瘦，虽长相清秀，但总喜欢用长

长的刘海儿挡住大半张脸，似乎

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多年的儿童

社会工作服务经验告诉吕建华，

这个女孩需要关注。

从特别关注到“危机介入”
“夏令营结束后我一直通过

微信与小米保持联系。一天深夜

十一点，小米发来微信语音，向

我哭诉：‘阿姨，我不想活了！’”

吕建华一面安抚小米的情绪，一

面询问她发生了什么。小米发来

一张面部红肿的照片，说她刚被

父亲打了十几个耳光。在安抚小

米情绪的同时，吕建华迅速与督

导、主管、儿童主任进行了紧急

会商，决定对小米进行危机介

入。通过安抚，小米的情绪稳定

了下来，但作为一名专业社工，

吕建华深知孩子的问题一定与

家庭有着极深的关系。

第二天，吕建华对小米进行

了家访。通过了解得知，小米的

父亲不幸患上了股骨头坏死，患

病后由于心理落差很大，希望小

米能够分担家庭的重担。当小米

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时，便诉诸暴

力。而小米的母亲在家庭中处于

弱势地位，对小米支持不足。

在与小米深入沟通后，吕建

华将服务目标定为让小米能够

获得和谐的家庭成长环境。

建立亲子关系，培养积极的
情感和自信心

小米与父亲的矛盾根源是

父亲教育方式的不合理。为了帮

助小米父母转变教育观念进而

调节家庭关系，吕建华通过多次

家访会谈，让小米的父母认识到

暴力的方式是非法行为，且无法

解决问题；同时，让母亲主动调

和紧张的父女关系，并给予小米

更多的支持。经过数次的亲子教

育会谈，吕建华成功地帮助小米

父母改变了教育方式。

吕建华认为，一个家庭中孩

子与父母需要共同成长，可以通

过召开家庭会议的方式加强亲

子间的有效沟通。

“我其实非常爱爸爸，但我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小米告诉

吕建华。

于是，为了鼓励小米，吕建

华建议她主动迈出与父亲和解

的第一步———为家人做一道菜。

第二天，小米将一盘西红柿炒鸡

蛋端上了餐桌。看到桌上的菜，

父亲表扬了小米，并坦言：“爸爸

内心很爱你，但缺少对你的关

爱，更不应该使用暴力。”一道简

单的家常菜，拉近了亲子之间的

关系，提升了小米的自信，让她

学会沟通与理解。

相遇的 150 天：她剪去了长
刘海儿

2023年 2月，吕建华再一次

来到小米的家中，惊喜地发现她

剪掉了刘海儿，整个人变得自信

又活泼。150天的时间，小米的改
变是巨大的，她学会了如何接受

爱和表达爱。父亲的暴力行为再

也没有出现，家庭关系也变得亲

密和谐。

从重点关注到危机介入再

到学会沟通、学会付出，回顾与

小米一家相遇的 150天，吕建华
感触颇深。她认为，小米与父母

在共同成长的同时，自己也得到

了成长与历练。“在儿童社会工

作服务中，一定不能忽略其背后

的家庭问题，要坚持‘助人自助’

和‘人在情境中’的服务理念，不

断调整工作方式，这样才能把服

务做得有温度、有深度。”

儿童社会工作者：

不断调整工作方式，让服务更有温度、有深度

■ 潘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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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人人都会老，家家都有小，老人和孩子是

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成员，是最需要关心

关爱的群体之一。做好“一老一小”服务工作，既

需要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群团组织积

极作为，家庭自身发挥基础性作用，也需要社会

力量的广泛参与。在“一老一小”服务领域，积极

运用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

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动”机制，有利于更好发挥

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有效增强服务对象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