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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认知度低、薪水少难留人

济济南南专专职职社社工工仅仅220000余余名名

国际社工日现场人山人
海。 实习生 王肖飞 见习
记者 王杰 摄

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
二是“国际社工日”，今年是
我国首次以官方名义举行的
宣传活动。18日，济南市“国际
社工日”宣传活动现场，参加
活动的市民对社工行业多数
不了解。收入低、不被关注认
可影响了济南社工行业的发
展，济南市社工协会会长苏
福生称，只有政府、市民都关
注社工群体了，济南社工行
业才能迎来春天。

见习记者 王杰 实习生 王肖飞

济南人口700万

专职社工200余名

“我是社工，不是志愿者、义
工，更不是社区工作者。”这句话
已经成了马正蓉的口头禅。社会
工作专业毕业的她，一走出校门
便加入了济南基爱社工协会。社
工做了四年，困扰她最大的始终
是职业认知度。

今年的国际社工日宣传活
动现场设在济南战役纪念馆门
前。在活动现场，许多市民都会
对“社工”这一名词好奇发问。
刚晨练完下山的郑先生看到国
际社工日的宣传海报就问道：

“社工是不是志愿者？是不是献
爱心？”

针对这种误解，马正蓉做了
不下千次的解释说明。在她看来，
社会工作这个职业就是利用工作
者自身的专业知识提供专业化服
务。它与义工、志愿者最大的不同
就是社工需要的不只是爱心，更
需要专业知识。

据济南市社工协会相关统
计，目前济南市共有5家社工机
构，仅有200余名专职社工。“济南
市人口700多万，而社工却只有两
百余人，职业的认知度太低了。”
社工协会会长苏福生说。

李国青是济南市基爱社工
协会在七里山社区“快乐老家”
项目的负责人。虽然是负责人，
但李国青更乐于称自己为“光
杆司令”。

虽然每年都会有一批社会
工作专业的大学生前来这里实
习，但是实习生能帮到她的只
是皮毛。“实习生教课、办公等
做些具体事务还可以，但真事
还得靠我一个人。”她说的真
事指的是“快乐老家”的管理
运营问题，项目策划、实施、
拉赞助等。“这些没法靠实习生

或者志愿者。”
当前李国青需要的是一个

事业上的好助手，来解决她这
种孤军奋战的状态。“三个臭皮
匠顶个诸葛亮，团队合作能使
得项目往更高层次发展，而我
一个人只能是维持现状。”在
她看来，造成人手不足主要还
是在于经费的问题。据她介绍

“快乐老家”项目虽然是由政
府买单，但合约是一年一签，

“今年是5万元，这里面还包括
我的工资。”

李国青从2011年毕业便来

到基爱。作为已有3年资历的
老员工，她工资每月是 2 3 0 0
多元。不过据她介绍，在济南
社工圈里这样的薪资水平已
经算是很高的。“和刚入职的
1 5 0 0元相比，2 3 0 0元也算挺
多的了。”

苏褔生介绍说，济南社工
的工资水平普遍不高，社工收
入依学历水平会有差别，但都
超不过3000元。“其他机构的社
工也差不多如此，相差不会很
大。”苏福生说。

除了工资低，记者在国际

社工日活动现场发现，参加的
社工多为女性。而据济南市社
工协会的统计，目前全济南市
专职社会工作者有200余人，其
中女性占了70%左右。“社工男
女比例失调，一方面是因为女
性更适合做社工的工作，另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工的薪水
太低。”苏福生说。男性由于在
社会上需要负担很多的社会责
任，所以低薪水是导致男性社
工纷纷离职的重要原因。“他们
干这个没法养家糊口，只能干
别的。”

工资少致男性社工离职

2001年济南大学开设社会
工作专业，刘阳是该专业的第
二批大学生。毕业之后，虽有心
做社工，但一直没有找到与他
专业相关的工作。2009年，他通
过司法考试，在一家律师事务
所工作。2011年他看到济南社
工协会的招聘通知，应聘成功
后，他便作为一名岗位社工，分
配到了市区民政局。

所谓的岗位社工，是指经
过社工机构的招聘后，被派驻

到不同的政府部门去开展工作
的社工。岗位社工的部分职能
是补充原有政府部门工作的不
足，但目前岗位社工的最大缺
陷就在于过度行政化。虽然刘
阳从事的养老服务与专业相
关，但工作面偏窄的实际情况
制约了他个人社工专业知识的
发展，“现在只是关注老年人养
老这一块，其他的领域根本无
暇分心。”

苏福生介绍，由于一些单

位负责人对社工的理解偏差，
而使得一些岗位社工“大材小
用”。“有些社工被分配去调查
户口等等，这完全与我们的初
衷相反。”

与岗位社工相对应的便是
项目社工。马正蓉、李国青就属
于后者。当政府就某一社会问
题征集解决方案，不同社工机
构便会自行设计项目进行竞
标，最能解决问题的项目会获
得政府的支持。但项目社工普

遍需要的就是资金支持，而这
就是李国青所遇到的难题。

“与岗位社工相比，项目社
工们是带着项目下去，能更好
地发挥才干。”苏福生说。在他
看来，今后济南社工的发展趋
势也是由岗位社工向项目社工
转变。“济南社工协会今年实施
了5个项目，前几年一直都以岗
位社工为主，现在我们也在转
变思路。”但他强调，这必须需
要政府加大资金支持。

项目社工需要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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