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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证人数倍增，济南步入万名社工时代
社工缘何成为“香饽饽”？能为城市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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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无疆
献了青春献终生

从参加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起，李
振华就坚持每月拿出工资的四分之一资
助贫困学生。69年来，累计捐资助学达152
万元，先后资助近2400名贫困学生，其中，
他承担所有生活费、学费直到完成学业的
学生就有36人。1997年，李振华退休时，把
半生仅存的15000元积蓄和5000元国务院
特殊津贴，分别捐献给他工作过的3所中
学，以他的名字设立了3个“振华奖学扶困
基金会”。目前，捐款已达7000多人次，累
计筹得资金296万元，资助贫困学生12104
名，奖励优秀学生和教师5301人次。他带

头捐建12所希望小屋，并担任爱心使者，
在其号召下，全县累计捐建225所希望小
屋。为了资助更多的贫困生，他退休后到
万杰集团朝阳学校打工8年，所得50万元
薪酬全部捐出。为了给临时急等用钱的学
生筹措资金，他甚至利用清晨到校园里捡
拾废品卖。

奉献不止
再续关爱不了情

已是85岁高龄的李振华老人，几乎每
一天都是那么忙碌。他设立了“振华青少
年思想疏导热线”，先后与省内外290多名
问题青少年保持经常联系。刊发《“转后”
与“培优”同样重要》《认真做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等文章，呼吁全社会都来
关心下一代，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作
为全省年龄最大的省人大代表，20多年来
提出“中小学开展感恩教育”“学校建立学
生心理咨询室”等建议、议案276条。

李振华创建了“道德讲堂”和“孝德讲
堂”，已举办126期，培训学员5360余人次，
深受学员欢迎和家长好评；他还义务兼任
31个单位的政治辅导员、顾问和名誉校长
等职。几十年来，他在全国各地大、中、小
学和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义务作事迹
报告3400余场，听众达百万人次……

沂源县为发扬“振华精神”建立了“李
振华事迹展厅”，他的事迹被中央、省、市
媒体拍摄专题片17部、编写报告文学8部，
高清数字电影《留住青山》在全国公映。

开办“假期学校”
增强红色基因教育吸引力

2015年6月，王忠祥卖掉了自己的一
处房产，筹得12万元，在侯营村建了一处
红色大院并成立“五老志愿者王忠祥工作
室”，已连续七年利用学生寒暑假时间，面
向农村地区的孩子开办“青少年夏(冬)令
营”，组织他们免费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学
唱红色歌曲、观看红色影片等文化活动，
激发孩子们的爱党爱国热情，受益青少年
达4000余人。随着影响力扩大，还吸引了
来自新疆、湖南、北京、济南等地和聊城武
警、聊城大学、聊城市国学促进会等单位

的200多位“五老”志愿者和义工老师来到
工作室公益授课、做义工。

创建“流动大课堂”
增强红色基因教育感召力

为开展好“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
新人”主题教育活动，王忠祥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精心制作了108块“党史、国史”教育
展板，开着三轮车创办了“党史国史流动大
课堂”，对全镇青少年和群众进行巡回教
育，增强了教育活动的趣味性和针对性，受
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7年来，他走遍了
全镇64个村庄、125所中小学校，巡回宣讲
400余场次，受教育青少年达两万余人次。

打造“文化长廊”
增强红色基因教育凝聚力

王忠祥还筹集资金在侯营村主街
道一侧建立了“百米文化长廊”和“家风
家教文化长廊”。依托长廊阵地，累计张
贴“党史、国史”教育画报300余幅，学生

“党史、国史”手抄报、征文、书画作品200
余幅，并且定期更新宣传内容。举办了“家
风家训入家庭”活动，在村级关工委建立
了10个服务青少年公益组织，为全村619
个家庭发放了家风家训牌匾，有力推动了
红色文化和家风文化的传承。2018年底，
又增设了“红色村史馆”，王忠祥担任村史
馆馆长和义务讲解员，留住乡村记忆的

“根”和红色精神的“魂”。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指示批示，根
据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和省“两办”《若干措施》有关要
求，进一步营造全省关爱青少年、弘扬“五老”精神、重视支持关工委工作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省关
工委在本报特设“关爱明天·立德树人”专栏，旨在宣传刊发关心下一代工作形势任务、经验做法、

“五老”事迹等，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推动关心下一代事业高质量发展。

编
者
按

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李振华：

播撒一生爱 关爱一生情
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王忠祥：

弘扬五老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李振华，男，中共党员，1937年
11月生，江苏省南京市人，1953年响
应党的号召来沂蒙山支教，扎根沂
源69载。退休后，担任沂源县关工委
副主任、市“五老”关爱教育团成员。

王忠祥，男，中共党员，1949年
生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现任
东昌府区侯营镇关工委副主任、侯营
村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同时被东昌府
区23所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被孩
子们亲切称为“故事爷爷”。

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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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乎饭菜送到家
社工都能干点啥

“大爷，我来送饭来了，今天
有白菜炖肉，您牙不好，吃点软和
的吧。”这是济南市历下区甸柳新
村社工王杰的日常，每天中午饭
点的时候，他就要把午饭送给小
区里的老人。

“我们社区有不少失能或半
失能老人，中午孩子不在家的时
候吃饭成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
把饭菜送到老人手里。”王杰说。
问问老人身体情况，一起唠唠家
常，在确保老人没有其它需求后，
王杰便前往下一个送饭地点。在
王杰所在的甸柳新村街道社工
站，“养老外卖”就是社工们其中
一项服务，不仅可以送饭，帮忙买
药、送医上门等都是其服务项目。

社工的服务对象不只老人。
在槐荫匡山街道社工站，14岁的
王彤（化名）就是他们的救助对象
之一。王彤患有罕见病无法上学，
父母不在家甚至没有人照顾他，
社工点对点上门服务，不仅可以
教王彤一些知识，还能照顾一下
他。

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社会工
作专业副教授赵静表示，社工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满足残疾人、老
人等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通过考试人数倍增
成了市民“好帮手”

2008年6月，全国首次进行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2008年
年底，济南市民政局提出，要依托

社工人才和志愿者两支队伍，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高基
层（一线）民政部门公共服务水
平。从这开始，济南社工如雨后春
笋般成长起来。发展四年后，截至
目前，济南市已累计有持证社工
11241人，居全省首位。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合

格证书是成为社工的敲门砖。而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济
南的社工队伍。数据显示，今年济
南考生报名人数达7643人，环比
增长幅度逐年增加。据分析，今年
通过考试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一
倍，同比增长104%，再创历史新
高。

“济南的社工发展情况很好，
在2021年年底实现了各区县社工
站全覆盖，济南的发展情况是毫
无疑问的全省第一。”赵静表示。

社工为啥成了“香饽饽”？
2021年，《济南市街道（镇）社会工
作服务站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每
个社会工作服务站原则上配备不

少于3人，其中具备社会工作专业
资质人员不少于总人数的三分之
二，确保服务专业性。2021年底，
全市161个街道(镇)社工站实现
全覆盖，此条政策也激励了驻站
社工的考证热情。

除了政策的加持，有社工觉
得，自己能为社会助一臂之力。

“我认为社工是在做补充工作，让
每一个政策落到相关群众的手
中，给受助群体提供一个个具体
的帮助。”在社工袁文文看来，社
工就是把工作细化到每一个人，
充分发挥手里的资源。

袁文文说，例如每个街道对
失独老人都有补贴经费，以往都
是每年两次买东西上门探望老
人，但是很多老人其实不缺这些
物资，更需要的是照顾和陪伴。

“于是我们做了方案，申请把这部
分经费用来每月给老人举办一次
活动。”袁文文说，失独老人每个
月都能出来聚一聚，有时也会一
起去旅游，这从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他们的孤寂。

现如今，伴随着济南持证社
工的人数过万，在为济南社工行
业提供人才支撑的同时，也面对
着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社工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
干的时间长一点，经验更丰富的
社工能拿到5000多元。”社工小杨
表示，对于刚开始工作的社工来
说，这些工资并不能吸引他们，这
就导致了社工行业的人员流动很
大，有很多社工坚持不住。

日前，2022年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证书发放。2168
人通过考试的背后，意味着
济南正式迈入万名社工时
代，居省内首位。

近年来，济南社工报名
和通过率持续升高，今年通
过人数比去年增加一倍。社
工缘何成为“香饽饽”？社工
又能为济南带来什么？

营市街街道社工站步璠
为社区老人直播手势操。

“目前济南市共建成了
161个社工站，15个社工总站，
去年我们实现了济南社工站
全覆盖，接下来要抓社工站示
范点建设。”济南市民政局慈
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处
长贾继华表示，下一步，社工
站的建设重点要从数量的增
长转到质量提升上来。同时，
要做好人才支撑，广泛地引进

人才，并做好资金保障，努力
提升服务水平，积极拓展联动
方式。

当前，奔波在社区里的社
工正慢慢走进群众的心里，社
工成为市民心目中的“好帮
手”。社工人数的增多给济南社
工站提供了更多的人才力量，
但要想做好社会服务，仅仅靠
人数的增多是不够的。

“目前来看，社会工作当中
发挥专业社工能力的地方相对
较少，既然现在专业社工变多
了，就更应该在日常工作中体现
出社工的专业性，让社工运用专
业方法去解决特殊问题，不能把
社工的专业性与行政工作过多
地混合在一起。”山东建筑大学
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副教授赵
静表示。

专家：制定支撑政策，由量向质提升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