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什地区民政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褚思鹏表示，过去一年，

在深圳市等对口支援省市的大

力支持下，喀什地、县两级民政

部门以“五社联动”为载体，团结

带领喀什全体社会工作者积极

融入地区高质量发展大局，社会

工作者队伍日益成为一股服务

人民群众、化解社会矛盾、促进

社会和谐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在

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等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据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

作前方指挥部干部、喀什市民

政局副局长张婧一介绍，深圳

市在全国 19 个对口援疆省市
中首创社会工作援疆模式，通

过“引进来、走出去、传帮带”的

方式，13 年间累计引入 77 名援
疆社工和深圳督导驻点帮扶，

帮助喀什培育 19 家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400 余名本土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发展志愿者 2200
余名，开展社工服务项目 159
个，服务喀什各族群众 92 万人
次，整合 1949.4 万元社会资金
和价值 2134 万元的社会爱心
资源，全方位助推喀什社会工

作行业发展。

张婧一介绍，2023 年 9 月，
“深圳社会工作援疆项目”获第

十二届“中华慈善奖”，是唯一

入围“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类

别的援疆项目，深圳社会工作

援疆服务成果也得到中央社会

工作部、民政部、自治区政协等

部、省领导充分肯定。深圳援疆

前方指挥部将继续发挥深圳在

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团结、

深化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先

行示范优势，与受援地各相关

部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一道，

全方位支援和帮扶喀什社会工

作行业，持续助推喀什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此次活动邀请了喀什 15家
社工机构围绕便民服务内容、各

自专业优势与特色细分服务领

域、行业发展成果等进行集中展

示、宣传推介。活动期间，各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还设置了 12个分
会场服务点，并通过户外广场大

屏幕、微信公众号推送、抖音直

播等方式多渠道对喀什社工服

务进行宣传。

”

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官网消息，为集中展示喀什社会工作

行业发展成果，进一步激励喀什社会工作者凝聚力量、联动资

源、服务群众，由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喀什

地区民政局、喀什市民政局联合主办，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

（喀什）社会工作站承办的“汇聚社工力量·服务美好生活”

2024年度喀什社工宣传周主会场活动日前在喀什举行。活动

发布了深圳社工援疆相关数据。

安徽阜阳：

扎实推进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

深圳创新社会工作援疆模式
累计引入77名援疆社工和深圳督导驻点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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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

站建设工作启动以来，安徽省

阜阳市民政局严格落实上级部

署要求，积极整合资源，学习借

鉴先进经验，全力推进全市社

工站建设，打通为民服务“最后

一米”。

精心谋划定重点。深入学

习民政部、省民政厅关于乡镇

（街道）社工站建设的政策文件、

部署要求，明确建设目标、服务

任务、时间节点、资金保障。根

据阜阳市实际情况，按照“试点

先行，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的工

作思路，不断总结试点经验，逐

渐探索社工站建设模式。

多措并举抓落实。通过“走

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学习外地
优秀、先进经验，避免建设中的

误区、雷区，确保方向不错。组

织专题培训，邀请省内外专家

答疑解惑、指点迷津，实现弯道

超车。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讨论，

出台符合市情且切实可行的社

工站建设意见。通过培训、购买

第三方服务等方式，加大培育

力度，不断提升社工站的服务

能力。

多管齐下育人才。出台社

工人才一次性奖补制度、社区

工作者社工等级津贴制度、社

会服务机构岗位补贴制度等多

项激励政策，发放一次性补助超

130万元。积极争取部、省“三区
计划”“十百千”项目，启动实施

市级“三社联动”项目、慈善项

目，引导、鼓励社工站工作人员

参加社工考试、专题培训、学历

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不

断提升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目前，阜阳市有乡镇（街道）

社工站 167个，建成率达 100%，
探索出“三访四有一协作”服务

模式，社工站在服务群众、助力

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用不

断凸显。

（据阜阳市民政局）

云南丽江古城区：

探索打造社工服务品牌 让民生幸福持续升温
近期，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

祥和街道顺和社区发生了明显

的改变。专业社会组织和社工人

才的介入，不仅组建了“乐活”社

区大学，开设舞蹈、声乐、茶艺、

形体、手机等十大课堂，让社区

老年居民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还摸索出以班级为单位的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的模式，推动班

级骨干成立了 21个社区社会组
织，开拓了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

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这得益于古城区社会组织孵

化基地的稳步推进和高效落实。

2020年成立至今，该基地已孵化
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8家，盘
活多部门资源落地 54个民生服
务项目，推动 30多名专职社工发
挥专业优势，深入到社区治理、社

工站建设、救助服务、社会心理服

务、婚姻辅导等领域，开展基层矛

盾化解、公益集市、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等专业服务，打造出富有古

城特色的专业社工品牌，服务惠

及群众达 10万余人次。
“最初成立的时候，整个部

门加上我只有四个人，大家都没

有孵化基地运营管理的相关经

验，我也并非社工专业出身，一

头雾水。”古城区民政局副局长

刘洁坦言。此后，刘洁和她的队

友们摸着石头过河，试着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为了解社工工作

到底是怎样的，社工面临着什么

样的困境等问题，她在工作之余

考下了中级社工证。

在顺和社区南苑小区，曾经

跳跳广场舞、打打麻将的徐桂娥

和吕丽英从被服务对象成为服

务者。她们也因为志愿服务的目

标，成为社区和谐团结不可或缺

的力量，找到了自己晚年的人生

价值和意义。如今，她们已是“义

起来，共成长”南苑居民志愿队

的骨干力量。

“社区是我们共同的家，我

们要一起守护它、发展它，用实

际行动‘反哺’社区，希望能有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力做这件

事。”徐桂娥对社区服务有了更

深的见解。徐阿姨等志愿者和社

工协作，组织策划社区活动、探

访高龄老人、沟通协调有矛盾的

家庭、关心帮扶病弱群众。

在基地的孵化和社区居民

的付出下，一个又一个专业的社

工、社会组织诞生、成长起来，古

城区基层治理精细化和精准化

服务水平有效提升，激活了基层

社会治理效能。据统计，“乐活”

社区大学惠及辖区群众 3 万余
人次，该模式在开南街道以及彩

云、八河、寨鑫、黄山等 10个社区
进行复制。

“孵化基地的成立是一个里

程碑，持证社工从 1名到 81名，
越来越多的人和力被聚集起来。

它不仅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提

供了成长的平台，更为社工人才

提供了实践的舞台。”刘洁说，社

会工作的道路并不平坦，但社工

们始终扎根于城乡社区，在居民

需要的地方，用专业的方法发现

需求，回应需求，为他们提供更

加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

（据云南网）

■ 本报记者 皮磊

江苏东海：

扎实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

海县民政局围绕“重基础、强保

障、抓关键”工作思路，积极推进

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持续提

升基层民政服务能力。

一是重基础，夯实社工站

发展资源支撑。依托现有民政

办公场所，建立相应的功能性

办公、活动场所，保障服务站办

公场所在 40平米以上，满足服
务的基本需要。截至目前，全县

已建设完成 19个乡镇（街道）
社工站。

二是强保障，纵深构建社

工站发展体系。筹措福彩公益

金 345万元购买社工站服务项
目，按照“一站抓总，多站协同”

的工作思路，建立了“1 个县级
总站+19 个乡镇（街道）社工
站”的运营模式，公开招聘 22
名乡镇（街道）社工站工作人

员，为每个社工站配备驻站社

工 1人，通过提供专业化、精细
化服务，更好地满足困难群众

的需求，打通为民服务工作“最

后一米”。

三是抓关键，助力提升社

工站服务能力。为提升基层社

工对专业理念、方法和技术的

应用能力，东海县民政局扎实

开展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岗

前培训，通过专业教学、互动答

疑、现场解析等形式，协助新聘

社工站工作人员更好地了解民

政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掌握民政工作的基本理论

和实务技能，帮助工作人员尽

快适应角色。

（据连云港市民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