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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社工联手公益共建社会支持网
中共广州市委十二届六

次全会提出，要让我们
的城市更有温度，格外关爱特殊
困难群体 ，不漏一人 、不漏一户
做好兜底保障。

城市是由人组成的联合体 。
每一张完整的社会支持网无不
涵盖了一个困难街坊在教育、职
业、健康、社交、心理等方面的发
展性需求。 需求细致而庞杂，谁
来织就这张网？

近日，记者走进广州市海珠
区赤岗街看见， 街道、 居委会 、
“双百工程”社会工作服务站（下
文简称“社工站”）在基层实现兜
底服务全覆盖的同时，不再是简
单的“政策指引”，作为社会救助
服务的提供主体之一，社工亦在
恒常陪伴和支持中打造公益平
台 ，引入公益资源 ，持续填补困
难街坊的发展性需求。

挖掘需求：在社区里，他们
并非独自一人

位于海珠区的赤岗街是广

州一个很普通的街道。这里既有

城市的繁华一面，也有困境中生

活的人们。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

况下，困境街坊的人生只会不停

地往下滑。而如何止住人生往下

掉的趋势，陪伴困境中的人们找

到生命的转折点，正是社会救助

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广州在全市镇街

建成 176 个社工站，并依托社
工站实现社会救助服务站（点）

全覆盖，引入社会工作者开展

兜底民生服务，推动社区治理发

展。和其他街道一样，赤岗街同

样设置了社工站，位于辖区内的

乔雅新街 2号二楼。这些年，赤
岗街社工站社工就是扎根于此，

通过个案、团体、社区等服务，链

接各路社会资源，为辖区内的

困难街坊打通民生兜底保障

“最后一米”。

社会救助的关键，在于专业

的人以专业方法，用生命影响生

命。而发现困境中的人们，往往

是第一步。记者走进赤岗街社工

站前，便看到一幅由社工站制

作，横贴在楼梯墙壁的展板。展

板介绍了截至 2023年 5 月的辖
区范围内困难街坊概况。

赤岗街社工站社工黄秀霞

告诉记者，“街道、村（居）委会提

供困难街坊人员名单给我们，我

们通过评估，以‘一人一档’的形

式建立个人档案，发挥社会工作

的各种方法，针对性地陪伴街坊

朋友应对人生挑战。”那天，黄秀

霞跟进了三年的服务对象———

刚刚初中毕业的子豪正好参加

社工站组织的社区老人探访志

愿服务。在老人眼中，高高瘦瘦

的子豪特别外向，是好孩子。但

很少人了解，这个少年也曾面对

各种挑战。

子豪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

租住在不到三十平方米的房子，

母亲仅小学学历，在仓库理货，

工资有限。“大家最初帮这个家

庭申办了低收，后来又在母亲收

入因故再次降低时申请了低保，

母子两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

障。”黄秀霞说，但社工要做的不

仅于此，还需要对服务对象评估

分级，根据轻重缓急提供不同程

度的服务跟进，找到困境当中的

具体问题。

在社工站，社工们开展个

案、团体、社区工作，组织各类活

动，无不是在建立和街坊的联

系，寻找问题，进而挖掘内部和

外部优势资源应对困难。“我们

会定期探访，但包括子豪母亲在

内的困难街坊大多最初也说不

出什么。”她说，建立关系需要时

间，“直到我们陪子豪母亲一起

应对了一些困难，才逐渐说起更

多事来”。

回应需求：公益搭台，链接
资源，协同支持

困境街坊的需求往往细碎

而隐秘，但要走出困境，首先就

要看见每一个人的需求。

长期接触下，黄秀霞很快就

发现，“足球”和“朋辈”是子豪成

长路上的关键词，但这两样东西

对他来说，都是有些“难以触

及”。“这个孩子平时爱穿球衣和

短裤，干瘦干瘦的，后来聊起来，

知道他喜欢足球但没有机会；另

外，他的世界局限在学校和小小

的家里，因为缺少通信工具，一

离开学校就和外边的世界完全

隔离，一来二去越来越‘宅’，可

是家里也没额外的钱给他买一

部手机。”黄秀霞说，赤岗街依托

社工站，建立了社区慈善募捐站

点和学雷锋服务站，此外还成立

了广州市慈善会赤岗街社区慈

善基金，以社区为单位聚集社区

善款，用于社区服务，服务邻里，

筹集善款以万元计，“社区街坊

善款的一部分就给子豪捐了两

个足球。”

但有了足球，也需要走出家

门的机会。与此同时，不少困难

街坊的需求无法仅用社区慈善

基金填补。值得关注的是，承接

赤岗街社工站的广州市穗星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公益组织，

在近年来打造了“百家大吉社区

关爱计划”公益品牌，并发动各

个社区街坊邻里及社会上的爱

心企业家一同义卖、义捐、义转，

筹集更广泛的社会爱心，开展困

境家庭帮扶、关怀社区长者、扶

农助困、关爱困境儿童等内容。

“我们不久前才发动街坊邻里参

加了在悦汇城举办的公益市集，

筹集善款两万多元”。黄秀霞说，

“我们也通过‘百家大吉’，帮子

豪申请了一台手机，并制定了手

机的使用规则，子豪第一时间记

下了社工和学校老师的联系方

式，开始参加更多的课外活动和

志愿服务，人也更开朗了。”

改变从此开始。今年，子豪

中考冲刺，黄秀霞还为他提供了

升学指引，陪伴他一同规划升学

方向，最终选择了职校。“现在是

他初中毕业后的暑假，子豪还特

意过来参加志愿服务，后面我们

也会和他聊一下关于职高的方

向。”黄秀霞说。

不仅是支持子豪，面对每一

个困境中的街坊，社工有时对接

教育资源，有时对接心理支持，

有时是居家环境改造，2022 -
2023年度，截至 2023年 5月 31
日，便已服务近 20万人次。而赤
岗街的故事实际也是这座城市

的缩影。早在 2020年 10月，广州
市民政局印发《关于做好特殊困

难群体兜底保障慈善救助服务

工作的通知》，提出依托全市公

益慈善组织、社会服务机构、社

工站等，为低保、特困等困难群

体提供持续便捷高效的慈善救

助服务。

社会工作者牵线搭桥，持续

挖掘发展性需求，“政府救助+慈
善帮扶”实现机制突破，如今，在

广州的各个社区里，一个个公益

慈善平台悄然搭建起来，突破了

有限资源的瓶颈，人人慈善为人

人，在每张社会支持网中实现了

持续、有效的良性循环。

不仅是赤岗街，据了解，截

至目前，广州市共设立社区慈善

基金 894 个，筹集善款 6294.15
万元；其中累计帮助 2.4万户社
区困难家庭实现微心愿。通过发

挥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者、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

善资源等要素作用，引导社区居

民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广

州社区慈善项目更是整体入选

中华慈善奖拟表彰名单。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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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平台
规范提升服务站点

津南区民政局整合镇街和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现有场地

资源，突出一室多用、高效便捷，

实现 11个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
建站全覆盖。各镇街通过购买第

三方服务方式，与四家专业社会

工作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由第三

方配备驻站社会工作者 22名。
民政部门对社会工作服务

站的服务标识、管理制度、组织

架构、人员配置、财务管理、评估

办法等进行统一规范，建立由区

级社会工作指导服务中心牵头

抓总、各镇街综合协调、各承接

机构做好站点运营维护的工作

模式。

同时，注重从加强人员管

理、规范项目运作、提升服务质

量等方面对社会工作服务站进

行“陪伴式”督促指导，通过专业

人员陪伴社区工作者共同策划

活动、参与讲解、总结复盘等方

式，组织开展集中会议、专项培

训、实地调研等 35次，进一步规
范各社会工作服务站联动社区、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

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更好发挥

“五社联动”机制作用。

联动共治
积极参与社区服务

津南区民政局持续在全区

60 个社区积极开展基层社会工
作专业服务，在社区党组织领导

下，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与

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到社区

治理中，重点在养老服务、儿童

关爱保护、特殊困难群体基本保

障、社区志愿服务等领域开展社

区活动 800余次，服务特殊困难
群众 4000余人次，让群众享受
到更多更便捷的服务。

民政部门积极链接社会公

益资源，先后推出双林街“五社

联动·家园助力站”、双新街“Xin
益计划”等项目，举办困难救助、

健康义诊、爱心午餐等服务活

动，助力社区开展特殊困难群众

帮扶，链接 80家社会单位 6.8万
元资金，将专业社会工作和丰富

社会资源融入社区治理，增强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打造试点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津南区民政局充分发挥社会

工作服务站在整合公益资源、拓

宽慈善渠道、改善社区民生、提升

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的作用，在

双林街林城佳苑社区和象博豪庭

社区组织实施“微”基金 “融”发

展———双林街“五社联动·家园助

力站”建设项目，联动街域内外爱

心企业、辖区商户、公益人士等，

助力社区开展特殊困难群众帮

扶，深化社区志愿服务，以小资金

撬动大服务，不断壮大社区基金

蓄水池，推动社区在民生保障、社

会服务上提升质效。

如，双林街社会工作服务站

已成功申报腾讯基金会“五社联

动·家园助力站”部级项目，津南

区将以此为试点，形成一套可复

制的经验成果向全区推广，以“五

社联动”助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走深走实，为社区治理赋能增效。

（据天津市津南区民政局）

天津市津南区：

深化“五社联动”，推动社会工作服务社区治理

天津市津南区民政局加快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

动，依托全区11个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不断深化

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联

动机制，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