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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新场镇综治工作中心里，最大的办公室是属于社工的，风景最

佳的会议室被改造成心理服务室，也是社工的工作场地。

从 2023 年开始，新场镇就委托第三方社工机构开启了“心畅”社会心理服务项目，专门

为来访人员提供常态化的心理健康评估和心理疏导服务。这里的社工都是具有心理咨询师

和社工师专业资质的双证社工。

根据《上海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十四五”规划》，到 2025年年末，上海社会工作人

才总量要达到 20万人，其中持证人数 4.5 万人，街镇社工站覆盖率要达到 100%。

“现在社区对具有心理咨询服务能力的社工的需求越来越多，我们正在积极鼓励社工持

双证工作。”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总干事张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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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为什么需要具有心理
服务资质的社工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是“心

畅”项目的承办机构，该机构的

最新数据显示，“心畅”项目目前

已覆盖 4000 余人次，提供个案
服务 150例。该服务社现有社工
400名，其中双证社工 50名，占
比为八分之一。

“我们自己镇上的社工，拥

有心理咨询资格的不多。但现

实是，在工作中遇到不少来访

人员，是有心理服务类需求

的。”新场镇综治工作中心常务

副主任瞿洁介绍，新场镇近年

来城市更新节奏加快，不少镇

民遇到不懂的政策都会到综治

中心来咨询。此外，在禁毒等工

作中，街镇工作人员也常常遇

到“已经戒断毒瘾但融入社会

困难”的特殊群体，“我们总结

下来发现，不少来访人员和工

作对象都多多少少有些心理问

题，不是相对严重的精神分裂

或者抑郁症、躁郁症等，而是一

般心理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

不懂心理咨询，有时候碰到了

也会有点蒙”。

记者注意到，新场镇的一

大特色是“新场古镇”的保存和

建设。2024 年 11 月公布的《新
场古镇申遗主题报告》显示，古

镇 1.48 平方公里内现存 0.15
平方公里古建筑。仅古镇内部，

就居住着 1.4 万名居民，这里
被称为“活着的古镇，原住民的

家”。2019年，新场古镇更是作
为上海市的唯一代表被国家文

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

这样的规划实际上给街镇

的治理带来不小的难度。有的居

民要积极融入现代化城市更新，

建设现代化设施；而有的居民则

居住在古镇，只能有限地改造居

住环境。

一些居委会工作人员遇到

情绪激动的来访居民，一时也不

知道如何应对。但如果有一个

“中间人”社工在，情况就不同

了。

从野拍桌子冶到野拍肩膀冶

在新场镇综治工作中心的

心理服务室里，居民阿林来找社

工宋屹立聊天，宋屹立便拍着他

的肩膀朝服务室走去。这已经成

了阿林的定期“任务”。宋屹立是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干事、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他与阿林的相

识，是从一次“拍桌子”开始的。

去年，阿林因为老宅迟迟不

能动迁的问题，来到综治工作中

心办事大厅反映问题。

“哪里拆、哪里不拆，镇政府

每年都是有规划的，有些区级、

市级项目，甚至连镇政府也说了

不算，都是上级规划部门的安

排。”宋屹立告诉记者，当时阿林

在办事大厅情绪激动，面对“啥

也办不了”的办事员，他大吼着

又拍桌子又骂人。

实际上，阿林的房屋已经纳

入了动迁范围，只是暂未启动房

屋动迁程序，但他等不了了，“家

里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又没工

作，我又是临时工，工资低，揭不

开锅了”。

宋屹立看到情绪激动的阿

林，立刻以社工身份上前，邀请

他进屋聊聊。一番对话后，宋屹

立判断，阿林有一些躁郁倾向，

但尚属于“一般心理问题”，可以

通过专业的心理干预方式帮助

他缓解。

他告诉记者，这些激动的来

访人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生活不如意，且无处倾诉，“他们

很容易把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归结到政府部门的某一个政

策的执行上”。

宋屹立的窍门是，认真倾听

每一个人的诉说，并与其聊天、

对话，从公正的第三方角度给

予一些建议。比如阿林，他总觉

得目前生活困难是因为“分不

到房子”。宋屹立的一项重点工

作，是让阿林全家都“动起来、靠

自己”———妻子可以出去找工

作，老人可以尽量自理，儿子努

力学习找个好单位实习。“反复

给他儿子讲，将来能不能过得

好，跟他自己的努力有关，跟能

不能分到房子没有关系。”

宋屹立介绍，多次上门并

介绍工作后，阿林全家情绪都

稳定了，“其实阿林是个老实

人，他拍桌子，是被家里压得喘

不过气了”。

青少年学业问题
是社区居民的野大问题冶

瞿洁告诉记者，新场镇三年

“心畅”服务搞下来发现，除吸毒

回归人员、吸毒人员家庭等极端

个案外，社区里心理问题不少都

源自“青少年学业问题”，这恰恰

是青少年事务社工+心理咨询师
的专攻领域。阿林这个个案就是

这样，当儿子愿意努力学习并找

到满意的实习工作后，阿林的状

态也好了。

更典型的案例，是小美一

家。小美是个 80后妈妈，她多次
向女儿所在的学校反映“校园霸

凌”问题得不到解决，找到居委

会反映问题，后经居委会转介到

了中致服务社青少年事务社工

黄佳妮这里。

小美的女儿小雨正在念初

三，每天上学都觉得有人在背后

议论自己，她没有朋友，厌食、厌

学、睡不着觉。但反映到学校后，

经校方调查并不存在“校园霸

凌”的情况。小雨觉得，包括父母

和老师在内，所有人都不相信

她，产生了辍学的想法。而小美

也产生了焦虑情绪，连续十几天

都睡不好觉。

黄佳妮接案后，一方面倾听

小雨的诉求，另一方面教她如何

与人沟通交流化解误会，同时还

教小美作为母亲如何鼓励孩子，

既倾听孩子的诉求又帮孩子找

到自身潜力。

十多次个案服务下来，小雨

逐渐树立了信心，她虽然中考失

利了，但她明确了自己“将来想

要做什么”的目标，自主报名了

一家复读机构。小美的焦虑失眠

问题也得到了有效改善。

“跟社工一遍又一遍地交

流、谈话，才能找到自己的问题

所在。教育孩子首先要做到信任

她。”小美说。

个案服务虽然有效，但这种

服务“覆盖面不广、成本太高”。

“我们一直在思考，在资源和人

员都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让心理

服务深入社区，服务更多人群。”

瞿洁介绍，“心畅”项目的一大特

点是，它能抓住共性问题，送活

动、送课程上门。比如，在新场镇

的各个村居、中小学校、职校技

校等举办情绪管理、家庭教育类

讲座，更大范围地指导居民和学

生如何发现心理问题并进行自

我调节。

目前，最受欢迎的课程为

家庭教育指导课。渊文中部分受
访者为化名冤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基层社区对心理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

上海院社工介入社区心理服务让居民野心畅冶

5月 23日，由中共泉州市委
社会工作部主办，黎明职业大学

协办，泉州市社会工作协会承办

的“海丝人才·匠心社工”2025年
泉州市专业社工服务创新创业

大赛举行颁奖仪式。

作为福建省社会工作系统内

首次举办的专业社工项目大赛，

自启动以来共吸引 46个社工机
构报送 118个项目参赛，涵盖养
老帮困、助残扶弱、妇儿家庭、司

法矫正等传统成果领域，也涉及

新就业群体服务、信访、医务、台

胞服务等创新领域，倡导运用“专

业社工+志愿服务”模式运作。
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

选出项目创新金奖 1个、银奖 2
个、铜奖 3个，项目成果金奖 1
个、银奖 3个、铜奖 6个。其中，
由晋江市向阳青少年社工事务

所的“关于涉罪未成年人、未成

年被害人帮教项目”、泉州市丰

泽区致和社工事务所的“‘暖新·

融城·共治’———东美社区新就

业群体城市融入创新实践项目”

分别获得项目成果奖和项目创

新奖的金奖。

晋江市向阳青少年社工事

务所司法社工赵明告诉记者，

“关于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被

害人帮教项目”采用一对一个案

辅导为主，团体辅导为辅的帮教

方式，主要为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转介的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家相

伴”家庭教育提升服务、“心相

约”偏差行为矫正服务、“乐相

随”价值观重塑服务、“法同行”

法律意识提升服务、“情相助”资

源链接服务、“友相伴”交友观重

塑服务等六个模块的服务，从涉

罪未成人的身心灵社等提供全

面性的服务，从而帮助其顺利回

归家庭、融入社会。同时，项目将

构建“政府+企业+机构”“政府+
家庭+机构”等多种帮教模式，为
涉罪未成年人建立更加多元的

社会支持系统，探索符合晋江本

土实际情况的帮教模式。

“我们坚信，城市的温度源

于对每一类群体的尊重与赋

能。”丰泽区致和社工事务所黄

美迎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东美

社区新就业群体城市融入创新

实践项目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城

市融入难题，通过新就业群体友

好社区建设，构建“服务空间+成
长空间+反哺空间”三大支持体
系，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社群

共建、阶梯赋能”的创新路径。

“我们将以此次获奖为起点，继

续践行‘让每一份贡献都有价

值’的初心，为打通城市治理最

后一公里贡献社工力量。”

现场，泉州市委社会工作部

与黎明职业大学签署共建协议，

并共同为“泉州市社会工作人才

培训基地”揭牌，标志着泉州社

工人才专业化培养进入新阶段。

下一步，双方将推动高校资源与

社工人才培训需求深度对接，以

合作为契机，构建“党建教育—

实务实训—社会服务”三位一体

的政校协同育人平台，为新时代

全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

人才保障。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国家

人才发展规划确定的党的六支

主体人才队伍之一、“四支社会

工作基本力量”之一，是联系服

务群众、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

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目前，泉

州共有社工人才 2.5 万余人，其
中，持证社工 1.4万余人，高级社
工师 11名，数量均居全省前列。
“新发展的浪潮下，社会治

理创新持续推进，这对于社会工

作人才发展来说，既是良好机

遇，也是重要考验。”中共泉州市

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施晓瑛表示，

新形势下社会工作被赋予更重

要的时代使命，要继续发挥专业

社工优势，用专业与热忱塑造

“群众认识、社会认同、政府认

可”的社会工作职业新形象；要

大胆探索专业社工嵌入社会治

理的新路径新模式，推动形成党

建引领“专业社工+志愿服务”融
合发展的生动格局，为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泉州篇章贡献专

业社工力量。 渊据东南网冤

福建泉州院野专业社工+志愿服务冶探索社会治理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