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雄安新区公共服务

局了解到，截至目前，雄安新区

持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数量从

30人增长至 550人，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从 1 家增加至 24 家；新
区本级投入财政资金、吸引公益

资金近 700万元；实施专业社工
服务项目 16个，建成县级社会
工作指导中心 1个，乡镇（街道）
社工站 35个；服务领域从“一老
一小”关爱保护向征迁安置社区

居民融入、乡村振兴等领域发

展。雄安新区社会工作在基层社

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为进一步探索雄安新区社

会工作发展模式，河北雄安新区

管理委员会公共服务局（以下简

称“公共服务局”）采取“政府购

买服务，专业团队运营，精准孵

化培育，助推社工发展”的思路，

在 2022年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社会工作孵化培育基地，打造社

会工作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

要阵地。

强化阵地建设
创新设计“1357”服务模式

“作为一家刚成立不久的社

工机构，我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

要如何发展，需要做些什么。幸

亏有了孵化基地，在他们的帮助

下，我们明确了下一步的发展规

划。”安新县雄泽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负责人常铭在接受基地的

一对一指导后，对于组织未来的

发展规划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孵化基地，与雄泽社工有

着一样需求的机构还有六家。

“不是所有的社工机构都可以申

请入驻基地。每年基地都会发布

招募公告，所有符合条件的社工

机构都可以提交申请，邀请专家

组建评审小组，从社工机构的资

质、意愿、动机和需求等方面进

行评估，最终确定入驻组织。”孵

化基地负责人介绍道。

孵化基地现有使用面积约

500 平方米，为
每个入驻社工

机构提供了免

费使用的办公

场地。在功能定

位上，孵化基地

初 步 探 索 了

“1357”服务模
式，即坚持党建

引领社会工作

发展的核心主

线，完善社工机

构孵化培育、社

工人才培养、社

工站提质增效

三个功能，健全

“需求库”“专家

库”“项目库”“资源库”全面助力

社会工作发展，最终实现“打造

一个高标准的孵化基地、培育一

批高质量的社工机构、培养一支

高水平的社工队伍、培树一批示

范性的社工站点、探索一批本土

化的品牌项目，完善一套系统化

的服务体系”的目标。

精准孵化培育
助力社工机构规范化发展

发展社会工作，机构是载

体。基地依据社会组织成长科学

理论，立足全面调研，聚焦社工

机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需

求，分类设计实施“全周期”培育

孵化支持方案，系统化提供政策

解读、能力提升、骨干培养、品牌

建设、资源链接等服务。

容城县容善社工服务中心

成立于 2020年 5月，是较早一批
成立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之一。

自成立以来，机构虽然承接过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但对下一步发

展没有清晰的思路。

对此，孵化基地邀请河北大

学专家对其开展了深入指导，并

利用 SWOT战略分析法进行机
构分析，明确未来发展规划。目

前，该机构不仅将政府购买社工

服务项目做得有声有色，也开始

推动机构的转型升级。

系统化人才培养
壮大本土社工人才队伍

发展社会工作，人才是基

础。在与入驻社工机构的沟通

中，孵化基地发现各机构无法有

效区别个案工作和个案管理，对

于个案管理的概念、流程和技巧

一概不知。

为此，孵化基地链接了驻保

高校资源，运用高校研发的“个

案管理技巧虚拟仿真实验”系

统，采取“三维虚拟实验”形式，

让社工们在建立关系、需求评

估、制定计划、获取资源、资源整

合、结束关系这一过程，模拟如

何运用社工技巧进行个案会谈，

以及在建立专业关系、链接社会

资源和结案评估过程中的注意

事项，这种模拟实战既强化了理

论学习，又加深了对专业方法的

运用。

容城县筑爱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的一线社工在社工站项目

实施过程中，对于如何设计并

开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小组工

作感到迷茫。为此，基地开展了

一期“小组工作实务工作坊”，

带领该机构的社工在实践体验

中，学习掌握各阶段的工作目

标和操作要点，以及带领活动

和分享的技巧。

除此之外，基地结合入驻社

工机构需求以及新建片区加强

基层社区治理的需要，邀请社工

领域专家，围绕“社会工作参与

基层社区治理的途径和方法”

“社会工作常用理论及其运用”

等方面开展主题培训，为雄安新

区社会工作发展储备本土优秀

人才。

多元支持并进
促进社工站提质增效

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是根

本。为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为民

服务“最后一米”，公共服务局会

同改革发展局出台《雄安新区社

会工作服务站点项目建设实施

方案 （试行）》，明确提出了

“12335”的社工站运营模式，要求
各社工站在参与社会救助、为老

养老、儿童青少年、社会事务等

传统服务基础上，围绕本土社工

人才培养、征迁安置社会工作和

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等领域

打造特色亮点。

根据各乡镇社工站在建设

和运营方面的需求，公共服务局

制定出台了《河北雄安新区社会

工作服务站建设和运营手册（民

政部门参考版）和（社工机构参

考版）》。基地组建了由全国省内

社会工作领域知名专家组成的

专家支持团队，通过主题培训、

督导指导等形式，促进各社工站

提质增效。

高质量社工服务
助力雄安新区建设

自 2020 年 3 月启动实施首
个心理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项

目以来，雄安新区先后启动十余

个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服务雄安

新区建设工作。

助力乡村振兴。2020 年 4
月，雄安新区率先在乡镇探索建

立扶贫社工站。2021年起，全面
推进乡镇社工站建设，带动有劳

动能力的困境群众转变思想观

念，增强脱贫信心和内生动力。

开展征迁安置居民融入服

务。依托各乡镇社工站，协助政

府有关部门，针对容东、雄东回

迁安置群众，以“一老一小”群体

为切入点，开展心理慰藉、社区

融入、资源链接和能力提升等服

务，促进回迁群众顺利适应安置

区生活。

助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以

雄安新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为

切入点，启动实施“护苗行动”

———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服务项

目，通过打造“心语小屋”，围绕

未成年人自我保护、预防校园欺

凌、亲子关系及教育等方面，开

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下一步，新区将进一步发

挥社会工作孵化培育基地平台

作用，持续推进社会工作孵化培

育体系建设完善，探索打造既贴

近群众需求又具有雄安特色的

社会工作发展道路。”公共服务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

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

作用，以高品质的社工服务，让

老百姓满意、让老百姓受益。

（据河北新闻网）

雄安新区：持续推进社会工作孵化培育体系建设

雄安新区社会工作孵化培育基地开展培训

２０23．10.24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段理

06

为探索医务社工发展模式，

扩大医务社工覆盖面，今年北京

市卫生健康委推出了 45个医务
社工多元培育服务项目，并公布

了项目名单。北京市卫健部门将

通过多种方式对这些项目给予

精准培育，通过扩大医务社工覆

盖面，力图为患者及家属提供更

加完善的服务，改善就医体验。

2020年以来，为贯彻落实五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发展医务

社会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北

京市卫健委按照“高位谋划、统

筹推进、系统布局、规范发展”的

思路，连续两年精心培育了一批

有创新、可复制、能推广的医务

社工服务项目。卫健部门在医院

病房、急诊、门诊等不同场域，覆

盖传染病、肿瘤、儿童血液病、唇

腭裂、产科、认知障碍、青少年情

绪障碍、辅助生殖等不同病种，

融入康复管理、慢性病管理、安

宁疗护、多学科诊疗团队等，为

患者及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困难

救助、医患沟通、社会支持等人

文服务，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

以点带面，有效推动了全市医务

社会工作发展。截至目前，北京

市开展医务社会工作的医疗卫

生机构有 101家。其中，三级医
疗机构 54 家，较 2019 年增长
184%；全市共有医务社会工作者
306人，其中三级医疗机构 194
人，较 2019年增长 131%。

今年，在前两批项目培育基

础上，立足医务社工发展目标，

北京市更加注重扩大医务社工

覆盖面，发挥项目的孵化、驱动

和引领作用，激发医务社工发展

内驱力，推动医务社工机制建

设，形成行业发展浓厚氛围；更

加注重提升医务社工发展质量，

对于医务社工发展基础较好单

位，在发展机制较成熟领域，加

快推广医务社工模式，推动医务

社工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项目

与社会资源的对接，搭建推介交

流平台，以社会公益力量拓展医

务社工发展格局。

在本次北京市卫健委公布

的 2023年北京市医务社工多元

培育服务项目名单中，有来自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儿童癫痫患

者共同照护服务项目”、北大人

民医院的“髓爱童行———血液病

儿童全程照护模式”、同仁医院

的“医务社工介入公立医院眼科

老年患者全病程服务模式探索”

等项目，共计 45个，涵盖了缓和
医疗、慢病管理、器官移植、精神

康复等多个领域。

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也在本次项目名单

之列。今年，该中心将开展“医务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健康志愿者

队伍的组建与赋能”项目。目前，

该中心有 20人的社区健康志愿
服务队，今年队伍将继续扩大。

队伍将通过不断展开健康引导

和健康宣教，为更多患者和就医

有困难的社区居民提供志愿服

务，探索基层社会治理融合发展

的新模式。

北京市卫健委透露，对入选

的培育项目，下一步将依托北京

健康管理协会，通过系统培训、

立体督导、资源链接等多种方式

给予精准培育，促进项目单位医

务社工认知度深化、人才队伍能

力提升、发展内驱力增强，切实

发挥项目对本单位及全系统医

务社工发展的示范、引领和带动

作用，助力首都卫生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

（据《北京青年报》）

北京市 2023年推出培育 45个医务社工服务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