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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芝罘罘区区专专业业社社工工仅仅有有118800余余人人
待遇低、职业前景不明等致很多人不愿从事这项工作

“镜面”女童发烧
手术时间推迟

好人刘盛兰想为

贫困孩子捐款

“体检”安全工器具

备战春检

本报讯(通讯员 陈宇斐) 日
前，招远市供电公司针对即将开始
的春检工作，开展生产班组安全工
器具专项检查治理，确保安全工器
具处于完好状态，保证员工人身安
全和电力设备安全。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李静

3月17日是世界社
工日，相对其他节日而
言，这个日子显得冷清
而不为人知。16日下午2
点，4个拿到社工证的一
线社区工作者谋划成立
红苹果社工沙龙公益组
织，举办烟台首届社工
论坛，以期引起更多人
的关注，并要为港城社
工服务出谋划策。

但采访中记者获
悉，尽管目前持证社工
越来越多，社会对专业
社工的需求也在不断增
加，但由于待遇、职业前
景及社会认同等原因，
很少有对口毕业生愿意
从事社工工作。

和义工不同，专业社会工
作者是受薪人员。不论是成立
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还是公益
项目的开展都需要资金支撑。
基金会后援不足或是“政府购
买”不确定性都将影响专业社
会工作的开展。

“我们想运用专业知识服
务，但后续的资金和资源支持
能否到位还是未知数。”王燕
说，此前她和很多持证社工探
讨过服务项目，但都因资金和
资源不够而“流产”。

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
的文件下发让不少社工看到
了希望。想出有“创新性”的服
务项目就可能找到接盘的政
府部门、基金会或是爱心企
业，曾鼓舞了不少社工。

但记者查询发现，“政府
购买社会服务”的文件大多不
具有强制性，一些已经开始尝
试购买服务的地方，也没有出
台文件规定具体哪几类社会
服务应当或者建议由专业社
会组织承担。

“希望是有的，但能否找
到接盘方直接影响专业社工
组织的发展。”一位多年关注
社工发展的持证人士说，烟台
目前没有专业社工组织，一群
有热情的社工想呼吁做点切
实的服务项目，但能否达到足
以吸引资金支援的“创新性”
还无法确知。

前景＞＞

“政府购买”不固定

社工组织难以为继

尝试＞＞ 4名社工策划论坛，呼吁关注社工服务

16日下午2点，在上夼西
路冰岛串吧酒店内，40多名社
工畅所欲言共同为港城社工
服务出谋划策。

这是烟台首届社工论坛
的现场。为开展这个活动，4个
拿到社工证的一线社会工作
者已经忙活了几个月。

2009年开始准备社会工
作师职业资格考试，两年后顺
利考下证书，在这之前，于凤
娟已经在社区一线工作了多

年。随后开始准备考试的侯羽
萌、王雪莲、修岩，经过一番准
备也取得了资格证书。

不愿闲着，想将学到的技
能用到实处，4人一合计谋划
成立红苹果社工沙龙公益组
织，吸引更多有志于社工服务
的人出力，提升市民对社会工
作的认识等。

这次论坛上，大家讨论出
四个准备实施的项目，包括“温
馨老家”社区养老项目、“让我

们牵手”关爱失独家庭公益项
目、参与母亲教育和公益助学
活动、开展社工事务培训等。

“虽然烟台尚没有一个成
型的社工服务组织，但大家都
满怀期待。”策划人之一的修
岩说，群策群力出点子，再将
想法付诸行动，他相信烟台的
社工活动会越办越好。

尽管不确定能做多少，做
到何种程度，王雪莲相信只要
开始总会有收获。

现状＞＞ 持证社工增多，却少有人从事社工工作

记者从民政部门获悉，目
前芝罘区持证的专业社工有
180余人，报考者多为政府相
关部门从事社区工作的人员、
福利中心工作者等。

尽管持证，并且具有专业
技能，但受困于繁重的“政
务”，持证社工也很少有精力
按照专业要求进行服务工作。

在芝罘区一居委会工作
的王燕(化名)说，2008年全国
范围开始实行社会工作者资
格水平统一考试后，不少同事

都报了名。持证同事逐渐增
多，但专业从事社工工作的人
却少之又少。“根本顾不过来，
居委会的日常工作都够我们
忙了。”王燕说。

精力顾不过来困扰着不
少一线社会工作者。采访中记
者获悉，部分人受政策鼓励通
过社会工作者资格水平统一
考试，但并未真正从事专业的
助人自助服务，也是当前港城
社工之困的主要原因。

《招远市社区工作者管理

办法(试行)》中规定，凡取得
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的
社区工作者，自完成登记注册
当月起，每人每月增加60元补
贴；凡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
业水平证书的社区工作者，每
人每月增加30元补贴。

记者从部分持证社工处获
悉，目前芝罘区也按此标准及
相应的考核政策补贴。“很多人
考证只为拿到补贴。”王燕说，
不将专业知识用到实处，导致
持证社工发挥不出作用。

困境＞＞ 400名毕业生，从事社会工作的仅占2%

在社工起源的西方国家，
平均每1000人有一位社工。而
在香港，每562人即有一位社
工，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截至2010年底，香港社会
服务联会旗下注册的各类非
政府社会组织约400家，全职
工作人员则有4 . 2万人之多；
而政府公共支出的比例控制
在20%之内，远低于发达国家

和地区40%的平均水平。
香港对社工采取强制注

册管理。在香港，社工大都从
属于各个社会服务机构。规范
化的运作，让一家家社会组织
成为了“社会企业”，而规模较
大的“社会企业”甚至走向集
团化运作。

当公共服务有了一种商
品化的生产模式，香港社会组

织创造了几十万个就业岗位，
开启了职业化道路。作为一个
受人尊敬的职业，这些岗位的
收入稳定，待遇仅次于公务员。

许多学者认为，香港社会
服务模式的成功之道在于，政
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一买一
卖，近似合作伙伴；一方面是
绝不干预的“袖手”，一方面是
积极监管的“旁观”。

他山之石

香港社会组织创造了几十万就业岗位
招远市供电公司

相关链接

社工和义工的区别
社工，是以助人自助为核

心价值理念的一种职业。以运
用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专
业方法帮助服务对象发挥潜
能、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
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为职
业要求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社
工和义工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社工是拿工资的，而义
工是无偿付出。

(2)社工需要专业的知识
和技术，义工虽有时也需要，
但社工对专业技术要求更高。

(3)社工要遵循严格的专
业伦理和价值，义工在这方面
不如社工严格和专业。

(4)社工需要有从业资格，
而义工则不需要限制。

(5)义工不受专业限制，而
社工则是专指专业社工人员
所从事的服务活动。

在烟台首届社工论坛上，40多名社工畅所欲言共同为港城社工服务出谋划策。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追踪报道

近年来，专业社工组织已
经逐渐成为政府管理和服务社
会的有力助手，社会发展对专
业社工的需求越来越大。

此前，《芝罘区社区工作者
管理办法》中规定，社工按300-
400户1人的标准分片，及时了
解片区居民的困难并帮助解
决。采访中记者获悉，受待遇
水平、职业发展前景的限制，
高校毕业生很少愿意从事社
工工作。

记者查询得知，2012年烟

台市芝罘区社区工作者招聘
简章显示，应聘人员被聘用后
月工资1600元(含个人承担的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费
用)，这距离毕业生的薪酬要
求相距甚远。

从鲁东大学法学院社会工
作专业毕业后，小刘应聘到一
家商贸公司工作。她说，同学中
极少有人在做和社会工作相关
的工作。“很多人不知道社工是
什么，觉得和居委会工作人员
没差别。”小刘说，除了薪酬问

题，无法看到职业前景也是导
致很多人放弃的主因。

“没有编制，工作施展受
限，得不到尊重和认同，很多
高校毕业生不得不放弃。”王
燕说，她们居委会曾接收过不
少实习大学生，但毕业后仍愿
意前来工作的人却寥寥无几。

鲁东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
专业讲师李洁说，自2002年本
科开设社会工作专业以来，已
培养出近400名毕业生，但毕业
后仍从事社会工作的仅占2%。

本报3月17日讯(记者 宋佳)

近日，本报连续报道了“镜面”女
孩妮妮(化名)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变，急需做手术一事。目前，妮妮的
手术费已经募齐，然而，原定于本
周一的手术却因妮妮再次突发高
烧而被延期。

17日，记者在毓璜顶医院心外
科病房见到了妮妮。

父亲吴先生说，妮妮昨夜再次
突发感冒，高烧39度不退，手术时
间只得延期。

“孩子因心脏严重病变，体质较
差，普通的感冒都会很严重。”毓璜
顶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郑磊说，
目前来看，小家伙可能要3-5天才能
康复，估计手术要安排在下周了。

在所有人都为妮妮的病情着
急，担心筹集来的手术费用吃紧
时，烟台市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来
到了医院探望妮妮，并将写着“慈
善救助金”的信封送到吴先生的手
里。工作人员说，“这是‘关爱生命、
慈善行动’项目发放的5000元善
款。”工作人告诉吴先生，其他的善
款近几天时间内将会送到，希望能
帮到这个三口之家。

本报3月17日讯 (记者 钟建
军) 刘盛兰老人靠拾荒助学的故
事感动了无数人，并成功当选2013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得奖之后，
这位耄耋老人依然记挂着贫困学
子。近日，刘盛兰托远房侄子刘建
喜联系了本报记者，刘建喜说，“老
人想为咱报道过的几个困难孩子
捐款。”

“得奖后，我们都很高兴，但老
人对得奖的事看得很轻，基本没啥
变化。”当记者问老人得奖之后有
何变化时，刘建喜说，老人心态很
平和。

刘建喜说，老人一直最喜欢看
《齐鲁晚报》，每当看到有贫困学生
或者是有得重病遇到困难的人，都
会去捐款。如今，老人年龄大了，听
力和视力都不是太好，极少看电
视，但有空就会看看报纸。前几天，
老人看《齐鲁晚报》得知，有一个小
女孩妮妮，心脏不好又缺钱治病，
就想给小女孩捐款。

因目前妮妮的手术费已经凑
齐了，记者并没让老人再给孩子捐
款。随后，记者将另一名贫困儿童
伟伟的情况告诉了刘建喜。

招远6岁的伟伟父母离异，父
亲4年前因意外致残，丧失劳动能
力，一家人全靠有残疾的伯父接济
度日，生活十分困难。刘建喜说，会
将伟伟的事转告老人，老人也会捐
钱帮帮这个可怜的孩子。

“老人在照料中心很好，花不
着钱，他心里一直牵挂着贫困学
生。”刘建喜说，好心人送来的钱老
人都会攒下来，再把这些钱捐给贫
困学子和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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