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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加志愿者模式

““青青春春伴伴老老””为为老老人人晚晚年年添添乐乐
“青春伴老“青年志愿者扶老社工服务项目7月入驻和平路社区以来，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入户探访老人近百人次，电话探访老人一千多人次，

为老人开设电脑班，组织义诊、健康讲堂、象棋比赛等。社工玄金铭和王全凤说，这些工作的完成，志愿者的贡献非常常大。

社工加志愿者

组成青春伴老项目

9日下午，来自山大的魏青鸾
正在和平路社区陈大爷家跟他聊
家常，三言两语逗得陈老哈哈大
笑。魏青鸾是青春伴老青年志愿
者扶老社工服务项目和平路项目
组的志愿者，从9月份开学以来，
每周都来陈老家，有时候给他读
读报纸，有时候陪他上网看看新
闻，有时候听他讲讲老故事。

青春伴老和平路项目组的
负责人玄金铭告诉记者，自7月
21日入驻和平路社区以来，像魏
青鸾这样的志愿者目前已经有
四十多人。“这个社工项目组只
有我和王全凤两个人，但是在这
四十多位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

每周固定探访的老人有16位，参
与我们电脑培训班的老人有近
百位，参加我们各种活动的老人
更是多达四五百位。”

“这么多的工作，靠我们两
个人肯定是完不成的，而我们这
个项目一开始的计划就是采取
社工和志愿者相结合的模式，尽
量满足社区不同年龄、身体状
况、文化程度、爱好的老人，做到
基本满足不同老人的不同需
求。”玄金铭说，在四十多位志愿
者的帮助下，“青春伴老”青年志
愿者扶老社工服务项目和平路
项目组的工作才能在这半年的
时间内顺利开展。

入户走访加各种培训

从生活到精神全方位伴老

玄金铭和王全凤到和平路
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社区
的老人进行走访和调查。

“针对身体状况欠佳的老
人，我们主推的是入户走访，通
过每周一次的入户，我们的志愿
者跟老人聊天，帮老人打扫一下
卫生，买点东西。”玄金铭介绍，
针对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他们
主要采取开展各种活动的方式
为他们提供服务。

为了让老人能更方便地参
加活动，青春助老尽量把活动安
排到社区里，让老人下楼就能参
加。“上个月我们举办的社区象

棋大赛，就是在社区里老人们经
常下象棋的地方办的，老人参加
起来很方便，也更有积极性。”

针对很多老人想学习电脑
的情况，玄金铭和王全凤带着几
个志愿者在社区开办了一个电
脑培训班。“根据老人的情况，分
为初级班和中级班，现在很多老
人已经能够熟练地通过QQ跟孩
子聊天了。”王全凤说。

“确实很累，但是我们觉得很
快乐，也特别有成就感。”玄金铭
说，有一次他们到社区进行义诊，
很多早起的老人帮着他们张罗，还
有一位老人给他们送来早饭。

志愿者以大学生为主

既参与志愿服务还学到知识

“青春伴老”青年志愿者扶
老社工服务项目和平路项目组
目前的志愿者以大学生为主，
他们多是来自山东大学、山东
财经大学、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及山东女子学院。

玄金铭告诉记者，在这些
大学生志愿者中，社工专业的
学生占到的比例大约在80%。

“志愿者参与到项目中之后，我
们会对他们有一个简单的培
训，也会定期开展一些交流活
动。”玄金铭说。

“比如入户探访，我们会

在刚开始的时候，给志愿者制
定一个大体的目标和步骤，然
后 根 据 每 次 的 进 度 进 行 调
整。”玄金铭说，这些都是根
据社工专业的知识做出的计
划，所以对社工专业的同学来
说 ，其 实 是 对 书 本 知 识 的 实
践。

“我学习的专业就是社工
专业，通过参加这样的社会实
践对于我们本身来说还是有
很大的好处的。”来自山东财
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志愿
者高杉说。

本报记者 林媛媛

青春伴老项目的社工和志愿者。

出生于1989年的聂瑞同，如今是一名专职社会工作者，
从2012年到现在，一直服务于中创开元山庄。他总把居民的
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想方设法帮他
们解决难题。在居民们看来，小聂虽然年纪小，但很多时候却
是他们的“主心骨”、“贴心人”。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岩

志愿者在给老人读文东社区报。

从不让进门到欢迎常来坐坐

社社工工聂聂瑞瑞同同：：做做居居民民的的““贴贴心心人人””
无独有偶

与社工结缘

社区居家拜访、项目档案
整理、社区活动修正……12月
9日上午11点，记者见到聂瑞
同时，他正在忙活着整理辖区
失能老人的资料。他说，这是
当天工作计划的一部分。

小聂说，他2011年毕业于
济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而选
择这个专业也算是个意外。

高考那一年，小聂看港台
剧，从电视里首次听说了“社
工”这个词。没想到，高考结
束后在报考专业里发现了这
个很新鲜的专业，没多想，作
为三个备选专业之一报了上
去。

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他
却傻了眼。“社会工作专业是
什么？”他上网一查，据说社
会工作能解决社会问题，帮
有困难的人走出困境，需求
量很大。既然如此，那就读
吧。

2011年毕业后原本从事
了一份跟本专业无关的工
作，2012年看到有招聘社会
工作的岗位，没多想，小聂就
报名了。自此，小聂就被安排
到了中创开元山庄服务。

从不理解

到打开知名度

“开始，很多居民以为我
们是骗子，那时社工的知晓度
和认可度都很低。”小聂回忆
说。

听说社区里一位王姓老
人摔伤、腿关节也不好，小聂
和同事前去探望，然而，老人
的家人却怀疑他们别有用
心。

“刚开始根本就不让进家
门，我们一说免费义务服务，
老人都说我们是骗子。”小聂
笑着摇摇头说，这样的不理解
还有很多。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社
工服务之后，社区里大部分人
已经知晓了社工的存在。当
然，一些成功的案例是社工得
以推广的关键。

“现在再去这些当初不开
门的老人家里，他们特别喜欢
跟我们聊聊天。”经常在路上，
碰上小聂他们，老人都会很热
情地打招呼。

今年国庆节前，75岁的杨
阿姨因为腿脚不便不方便下
楼，得知这一情况后，小聂就
和同事小谢一起，每天上街帮
老人买菜，照顾老人。

80岁老人

会玩微信、上淘宝

“小聂，你快帮我看看，
这 微 信 头 像 怎 么 换 不
了？”正在记者采访时，
中创开元山庄居民杨
静来找小聂了。

先点这个、再
这 样 … … 小 聂
仔细说明演
示。“聂老师
可厉害了。”看记者采访，杨静
对小聂猛一顿夸。

为了丰富老年居民的生
活，小聂帮忙在社区开办了电
脑班、手机班，免费义务教大家。

“谁家电脑坏了，手机坏
了，也找小聂，经常还上门服
务。”小聂同事石庆华告诉记
者，小聂细心地将电脑班分成
了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和
淘宝班，还针对智能手机的应
用程序分别培训，老人们可以
选择适合自己的课上。

“我这鞋怎么样，我这包怎
么样……现在经常能听到老人
们交流从淘宝上购物的心得。”
石庆华说，更有趣的是，现在几
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不仅会淘宝
购物，还学会了用微信，没事还
会从微信上跟大家聊聊天。

▲记者采访时，居民杨静来找小
聂请教如何用微信。

整理档案，也是日常工作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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