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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代表、专家学者、小巷总理，大家齐聚社区共议社工发展

定位难成社工首要问题 发展前景众人一致看好

本报12月29日讯 29日，记
者 从 济 南 市 民 政 局 了 解 到 ，
2012年，济南将出台六项措施
推动社会工作不断发展，包括
增加50名上岗社工，实施“泉城
社工千、百、十工程”等。

为继续加大引进专业社工
人才力度，济南在确保今年上
岗百余名人员明年续签的基础
上，明年再增加50名上岗人员。
同时，实施“泉城社工千、百、十
工程”：对济南市1000多名社会
工作者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实
务技能培训，对100多名在岗专
职社工加强督导，培育10个社
会工作者先进典型或品牌服务
项目。

此外，对财政出资购买社
工服务的县 ( 市 )区继续落实

“以奖代补”的奖励措施，以调
动县(市)区的积极性，推进济
南市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上台
阶。

同时，岗位购买与项目化
运作相结合的社会工作专业化
服务方式将继续探索实行，政
府买岗与项目单位提供保障相
结合的运作方式也将继续实
行。

据了解，济南市将研究制
定社会工作政策和规范，建立
健全社会工作发展配套制度体
系。重点围绕社工人才培养、使
用、管理、评价、激励等关键环
节，出台《济南市社会工作者登
记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配
套制度。联合组织、人事等相关
部门研究制定《济南市民办社
会工作机构扶持办法》等规范。

在此基础上，以18部委联
合发布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为依据，
协调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会
议并研究制定《济南市加强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
施办法》，促进济南市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快速发展。

据介绍，济南将采取多种
方式加强社会工作宣传，包括
社工先进事迹和典型案例的总
结与推广、建立济南社会工作
者网上交流互动平台、对现有

“济南社工”网站进行综合改
版、加入可供济南社工广泛参
与的“建言献策”并使之成为济
南社工的网上精神家园等，营
造关心重视社会工作、尊重支
持社会工作人才的良好氛围。

如何定位困扰社工

“是社工还是居委会工作人
员？”在29日的座谈会上，多位与会
人员都提出，当社工进入社区居委
会后，必然要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一起办公，此时，如何进行自我定位
就成了社工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

山东建筑工业大学教师李志伟
是一名岗位社工督导，他在谈到这
一问题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社
工进入居委会，跟居委会的融合是
必然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社工一
定要保持自己的专业敏感性，不能
把自己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混为一
谈。”李志伟表示，在担任济南多个岗
位社工督导期间，他发现很多社工
存在角色定位不清的问题，这对社
工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影响。

“社工是干什么的？他们的作
用就是转变人生理念和生活方式，
要帮助别人重树信心。”甸柳一居
主任陈叶翠说，居委会处理很多事
情都是粗线条的，但社工不一样。
前些天，社工进行了一次募捐，他
们先进行了项目评估，征得被救助
者的同意，还把家庭情况拍成照
片，细化募捐的流程，而账单也进
行了公示，不但让捐款人放心，也
充分尊重受助者的意见，改变了这
个家庭的观念。陈叶翠说，现在居
委会的行政工作她绝不安排给社
工处理，而让他们组织各种社区活
动，把他们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值。

李志伟认为，社区社工要突破
定位不清这一瓶颈，既要通过社工
自己的努力，同时社区居委会及基
层单位也应该改变思想，对社工的
专业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社工发展前景被看好

据了解，目前济南市多数社工
的月工资还不到两千元，很多市民
甚至还不理解社工的含义。尽管如
此，绝大多数与会人员仍对社工的
前景表示非常有信心。

“目前，社工的社会地位及待
遇都不是很好，这不光是在济南，
在大陆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如此。”
天韵书院社会创新合作伙伴计划
总干事刘学民表示，社工在大陆出
现只有十几年的时间，目前还处在
一个最初发展阶段，所以各方面的
条件都不是非常成熟。

“作为商业银行，我们一直对社
工非常关注和支持。”特意赶来参加
座谈的莱商银行济南分行客户经
理王殿辉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企
业看重社会责任，因此支持社工也
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有
效途径。“我们关注社工，也是想参
与到社会公益中来，从中增加社会
责任意识。”

“目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自
己当前的工作做到最好，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社工。”
山泉社工崔英英表示，只要努力，她
对社工的前景有信心。

今年下半年，历下区、市中区先后从山泉社工服务社、基爱
社工服务中心等机构购买了岗位或项目，一批专业社工随后进
入社区开展服务。专业社工的到来，为社区注入了新鲜活力，但
如何更好地融入社区，如何规划好自己的定位，也成为社工们
不得不面临的一道课题。

省城明年将增
50名上岗社工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林媛媛 赵丽 孟敏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左 庆 周青先

“社工是一个专业、
一种职业，也是科学和艺
术。”在2 9日上午的座谈
会上，山东大学哲学与社
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李
芹表示，近几年来，居民
对社工的态度从陌生、拒
绝到认同、欢迎，体现出
了这一专业在社区中的
生命力。

“以前政府管不好管
不了的，通过岗位购买，

让社工提供专业服务，享
受的是社区的居民和家
庭。”李芹认为，在目前政
府的重视下，社工的春天
真正到来了。

不过，李芹也表示，
目前济南的社会工作还
处于起步阶段，有些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理清。例
如，很多社工进入社区
后，发现大量精力被行政
工作所占据，失去了专业

空间。“在目前的国情下，
社工怎样学习居民工作
经验，同时保持自身特
色，输出自己的专业理念
和方法，是重要且长远的
课题。”

同时，李芹还表示，
除角色定位外，社工如何
为社区居民提供有效服
务，也是一个值得不断探
索的问题，而这也正是社
工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社会学教授李芹———

社工的春天来了

作为“快乐老家”的项目社
工，基爱社工唐晓娟目前已经
在市中区七里山街道办事处
七东社区工作了半年的时间。

“社区社工最大的职责
并不是帮助居民解决具体问
题，而是帮助居民培养解决
问题的能力。”唐晓娟在阐述
自己对社工工作的认识时，

提出社工在社区最主要的工
作应该是培养社区居民的社
区参与和管理能力，引导社
区居民建立自我管理体系。

在介绍自己在七东社区
的具体工作时，唐晓娟形容就
像是在社区撒下一粒种子。

“把这粒种子撒在社区这块土
壤上之后，社工的主要工作就

是做背后的辅助工作，协调种
子发芽生长的条件，直到它能
够独挡风雨。”

“在这个过程中，社区既
要处理好跟社区居民的关系，
调整好相处模式，更要跟居委
会的工作人员合作，借助他们
专业的社区工作经验和社区
关系，来促进工作的顺利开

展。”唐晓娟认为，现在很多社
工从事的很多事情都是一些
具体的事情，这种服务方式具
有服务性而没有发展性，应该
改进。“如果社工能在工作中
把替居民办事改成教给居民
办事的能力，而社工在事务中
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那就是
一个良性的发展了。”

专业社工唐晓娟———

社工就像撒在社区的一粒种子

27日，来自香港中文大

学社工专业的师生走进省城

甸柳一居，与部分济南社工

及驻济高校社工专业的学生

进行了一场座谈，向大家详

细介绍了香港社工的发展经

验。

其实，社工在济南早已

不是新鲜词，目前省城不少

社区都有了专业社工。不过，

与香港甚至北京、上海等地

区相比，济南社工的发展水

平还有很大差距。

社工到底应该从事哪些

工作？应该如何融入到社区

当中？他们的发展前景又是

怎样？29日上午，在本报“张

刚大篷车”的邀请下，省城部

分社工、社会工作专业毕业

生、社工方面的专家学者以

及部分“小巷总理”再次齐聚

甸柳一居，就济南社工的发

展进行了热烈讨论。

编者按>>

听听别人有啥好经验。

座谈会后，大家交流一下
工作心得。

社工如何发展，大家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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