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工站不但是社会工作者的家，更

是辖区居民身边“爱的港湾”。10 月 28

日，石柱镇社工站上演了其乐融融的一

幕：来自石柱初中的少数民族学生们，

身穿各式民族服饰，围坐一起聆听永康

党史，跟着社区居民学习手工编织，大

家有说有笑，气氛活跃。

类似的民族文化融入活动，在石柱

镇社工站并不鲜见。石柱镇社工站负

责人张龙称，为了努力创造各民族居民

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环境，他们在

“石榴籽”社区大力开展民俗、历史、美

食、语言等文化交流与融合项目，努力

将大家的心聚集在一起，如今成效显

著，民族团结之花开得越发绚烂。

西溪初中的校园里，西溪镇社工站

社工正在向学生们普及青春期生理变

化知识，传授自我防御技巧。这是该镇

社工站围绕女性自我保护主题项目开

展的活动之一。负责人章柏祥透露：

“社工在走访中了解到，部分学生缺乏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维权的法律意识

薄弱，所以我们迅速成立‘花季护航’女

生自我保护小组，面向青少年群体开设

了这类课程。”

社工站建设扎根在基层，着眼于人

民。市民政局始终鼓励各镇（街道）社

工站从实际需求出发，围绕自身定位、

辖区资源、地域特色积极探索、自主创

新，诞生了一批回应需求、特色鲜明的

品牌项目。

正所谓“一站一品”，14个社工站确

实都有自己的拿手本领。比如，舟山镇

社工站紧扣时间节点和本土产业，推出

方山柿助农代售服务；龙山镇社工站结

合辖区内外来务工人员多的现状，通过

居民议事会、小候鸟关怀等活动引导

新永康人子女更快更好融入“第二故

乡”；唐先镇社工站聚焦留守儿童需

求，链接学校、心理咨询师等资源，赋能

儿童健康成长；方岩镇社工站组织辖区

内退役老兵拍摄军装照，助推优抚工作

开展⋯⋯截至目前，各站点已开展76个

小组和个案服务，社区活动183场。

下一步，市民政局将号召各社工站

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凝聚服务发展合

力，持续丰富活动内容，扩大服务辖区

居民的力度、深度与广度，使社工站成

为向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宣传展示社

会工作的“重要窗口”，为我市高质量发

展贡献民政力量。

融媒记者 马忆玲

少数民族家庭聚集一起共享中秋习俗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将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全覆盖工

作列入我市民生实事之一，并出台《关

于加强永康市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

设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这是全省

首个以市政府名义印发的社会工作站

建设运行管理规范，是社会工作参与

共同富裕的一次“永康探索”。

《通知》明确了社会工作站以项目

化购买、专业化服务、社会化运作的

方式运行，形成“1+4+N”工作模式

（即实施一个党建暖心项目，开展四项

基础民生、社区发展治理服务，打造

若干个特色服务品牌），联动村社、企

业、乡贤等资源，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站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此，市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周秋旭表示：“文件中

涵盖资金保障、人员配备、场地建设、

服务内容等，为社工厘清了工作思

路，也为社工站的建设提升阐明了标

准答案。”

为推动社工站持续高质量发展，

市民政局积极探索督导考评机制，确

保社会工作服务走深走实。引进第三

方专业团队，对各站点实施“一对一”

定向跟踪督导，通过督导人员陪伴式

参与、每月开展“线上+线下”培训等方

式，进一步加强社工实操规范化，推动

社工站整体服务质量提升。

社工站是基层民政服务的综合
平台，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推动兜底民

生服务从“兜得住”向“兜得好”转变、打通为民服务
“最后一纳米”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市民政局全力推

进社工站建设，相继在14个镇（街道）建立社工站，实现基层
服务站点全覆盖，直接服务群众1.4万余人次。

为进一步推动社工站专业服务落地见效，不断满足基层
群众服务需求，市民政局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民生兜底保

障、基层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精准
聚焦“一老一小一困”，根据辖区需求深挖服务特

色，把民生工作真正做到老百姓的邻里、
家里、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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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关口前移 镇街社工站全覆盖

市民政局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纳米”
全省“首发”系统布局

社工站建设有了标准答案

精准呵护“一老一小一困”等兜底

对象，入户探访是社工站极为重要的一

项日常工作。建站前期，象珠镇社工站

充分发挥社工力量，深入走访村居，详

细梳理出了一份民政对象及边缘困难

人群家庭信息服务表。“调研中，我们发

现包括柳墅村在内的5个村庄有独居老

人 23 名。”该站负责人徐江波告诉记

者。为此，他们专门成立了一支邻里守

望相助志愿服务队，现已持续开展近25

场敬老服务。

在徐江波看来，远亲不如近邻，想

要真正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纳米”，就

得运用好村民的眼睛，趁早察觉村里的

安全隐患、邻里矛盾等问题。经过多次

入户探访，他在心里已然绘就了一幅

“困难群众分布地图”，建立了困难群众

邻里资源档案库，确保一旦服务对象有

需求，就能及时给予精准化帮助。

而在古山镇，“巷子学堂”正在成为

社工站精准帮扶民政对象的新品牌。

顾名思义，就是社工在巷子里开班授

课，不过对象变成了高龄老人。站点负

责人蒋美玲说，此举缘于走访时发现辖

区内有不少高龄“空巢”老人，而且存在

身患慢性疾病的情况，考虑到老年人的

身体机能在不断退化，所以社工站策划

了老年人健康学习小组活动，用小游戏

的方式帮助他们锻炼反应能力，增强保

健技能。暖心的“巷子学堂”一经推出，

便收获了老人们的一致好评。

社工站不仅要紧贴帮扶对象的生

活，更要贴近内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对困

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

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我市各镇

（街道）社工站对标共同富裕目标，发挥

社会工作“润滑剂”“减压阀”的作用，用

心用情为困难对象、一老一小等群体提

供生活照顾、精神慰藉、救助保护等精

细化服务。全市 14 个社工站自 7 月启

动运行以来，累计走访低保家庭、老年

人、残障人士、困境儿童等 2348 户，提

供专业服务1.4万余人次。

“巷子学堂”为老人带去健康知识

社工站对接社会资源，就意味着为

开展基层民生服务补足了源头活水，贯

通了困难群众“需求清单”和政府、社会

“服务清单”的对接路径。

花 街 镇 社 工 站 就 是 一 个 典 型 例

子。在阳光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专业

慈善资源承接下，花街镇社工站实现了

“社工+慈善”有机衔接、“社工+志愿服

务”同频共振。自7月建站以来，该镇社

工联合阳光志愿者，通过需求调研、问

卷调查等方式，迅速摸清了困难人群需

求，为后续对接资源打好了基础。

“专业社会组织的加入，带来了庞

大的志愿者队伍，加快了社工站工作进

度。同时，让社会救助从单一的兜底型

保障向专业化、发展型、内生性帮扶转

变，使民生服务不断层、可持续。”扎根

志愿服务组织多年，负责人王章珩深刻

认识到社工站对接公益慈善资源的重

要性。其中，让她感受最为明显的是，

通过汇聚社会组织、志愿者、爱心商家

的力量，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需求能更快

得到响应，更便捷地获得社会支持。

立足于自身区域优势，东城街道社

工站同样积极探索“社工+慈善”的服务

模式，开发多元项目、开展专业服务、汇

集多方资源。今年 9 月，东城街道社工

站牵头，与街道范围内 5 家企业单位党

支部结对，形成党建联建机制，主要针对

困境学生进行资助帮扶。10月，东城街

道社工站社工入户走访时，得知83岁的

童阿公家中没有煤气灶，且厨房、卧室等

多处电线老化，便立马为其建立了“微心

愿”清单，并在后期积极联系爱心企业参

与认购帮扶，帮助有同样需求的困难家

庭渡过难关。谈起这种社企结对模式，

该站负责人石宏金信心满怀，说未来还

将继续整合社会爱心资源，促进救助信

息及时交互，助推服务高效落地。

其实，放眼各镇（街道）社工站，无

一不是“政府部门为主导、社会力量为

骨干、品牌项目为抓手”的民生服务联

合体。社会资源不在于大小，即便是江

南街道社工站依托社区暑期托管班优

势，由 35 名小小志愿者组建的“红领巾

议事会”，也有为社区服务出谋划策的

益处。社工站如同一张“全能网”，汇聚

助医、助困、助学、助孤、助残、助老等资

源，再定向服务于有需要的困难群体，

实现政府兜底与社会补充、“输血”与

“造血”的结合，推进共同富裕。

“花开向善”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撑起一把“暖心伞”:精细呵护兜底对象 让救助供需精准对接

铺开一张“全能网”:有效对接社会资源 让为民服务可持续化

打造一个“小港湾”:按需创新品牌项目 让民生服务亮点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