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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调查A

24岁的柏俊毕业于中南

民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她从

今年九月份调到合肥市蜀山区

民生社会工作服务社做行政工

作。这几天她正在为即将开始

运行的社工发展的信息化平台

服务工作做准备。10月 16日，

柏俊加班到次日凌晨，她说最

近自己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

小时左右。

“我们服务社的每个项目

一般是由一到两个社工负责，

人少活多，有时根本忙不过

来。”柏俊说，虽然社工工作规

定是“朝九晚五”，但是很多时

候是早上来得早，晚上走得晚，

“按照要求是五点下班，但是一

般下班后都会加班工作。”

在琥珀街道北苑社区从

事“老年服务”“访视”项目的社

工丁小梅每周都要对社区内的

老人进行上门服务。“目前负责

小区里 25 户老人的居家养老

工作。”丁小梅说，对于居家养

老的老人，每周至少要入户服

务一次，服务的主要内容是

陪老人聊天，了解老人的生

活起居变化和精神状态。丁

小梅每次入户至少要跟服务

对象交谈一两个小时。“针对

每一位服务对象，我们还不

能 当 场 记 录 老 人 的 相 关 情

况，每次入户后必须及时进

行记录和整理。这些工作白

天干不完，那加班就是不可

避免的了。”

送餐服务送餐服务、、上门理发上门理发““无所不为无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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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职业社工职业，，正在悄悄兴起正在悄悄兴起

在很多人眼里，扶危助困的社

工是一项非常高尚的工作，他们的

慈善行为也让人深受感动。然而，

对于这一新兴社工职业，您了解有

多少？我省社工队伍的整体发展状

况如何？社工们目前的生存状况如

何呢？在从事社工岗位的过程中，

他们又有哪些特殊的经历？日前，

本报记者走近我省社工协会、基层

社工组织、具体从事社工岗位的人

员展开了系列采访。

实习生 惠平平 记者 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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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瞒你们说，近期我们社工

服务社从事儿童服务的专职社工

又少了一位，因为我们的经费确

实已经严重不足，连人员工资都

无法满足了。”周军介绍说，现在

社工服务社的运营资本主要是一

家教育基金会的项目赞助。

周军感慨地说：“我们现在到

了奋力一搏的时候啦，目前每个

月都在亏空8000元左右，社工服

务社的经费已经无法维持我们开

展的多个服务项目，迫不得已我

们准备停掉老年送餐服务、日常

生活照料服务等项目，只为老人

提供照顾护理服务，目前儿童服

务也准备仅推出借阅服务。”接

着，周军又补充说，但是，这些服

务的对象都是孤寡老人、残疾人

或是常年卧床不起的病人，像送

餐服务、上门理发等对于他们来

说都是生活必须的，如果不是因

为资金缺乏，是不可能停掉的。

“省社工协会成立于 2004

年，当时主要以社会救助为主；

2008年，我省明确要求要组建一

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由

此开始社会工作专业在我省起

步。”安徽省社工协会会长陈文

华介绍说，目前全省仅有三家专

业的社工服务机构，分别是合肥

蜀山区的民生社工服务社、包河

区的及人社工服务社和芜湖市

的海星社工服务社。

据介绍，省城全职社工不超

过20人，他们以社区为平台，主

要从事为老人、青少年提供专业

服务的工作。“目前，合肥的两家

社工机构主要在琥珀街道、三里

庵街道、芜湖路街道以及滨湖惠

园这4个街道11个社区为老人提

供服务，重点提供文体康乐、生

活照料、健康服务等方面的服

务；儿童服务主要在竹荫里社

区、翠竹园社区、南园新村、曙光

社区、滨湖和园社区这五个点开

展。”蜀山区民生社工服务社理

事长周军介绍说，专门为老人提

供服务的专职社工有7位，为儿

童提供服务的专职社工目前仅

有1位。

全省目前仅三家社工机构

省社工协会会长陈文华介绍

说，目前我省本科院校有11所开

设了社会工作专业，安徽大学和

安徽师范大学，这两所学校开设

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安徽大学

正在准备申报该专业的博士点。

“每年我省高校有四五百的

社工专业毕业生，但是真正从事

本专业工作的不到5%，而且大部

分人还去了深圳、广东、上海等

地，留在我省的少之又少，只有几

个。”安徽省社工协会会长陈文华

说。

在采访中，蜀山区民生社工

服务社理事长周军也表示，在我

省每年的500位左右的社工专业

毕业生中，真正从事该专业的也

不到5、6位，也有一些专业社工

由于工资水平低、发展前景不明

等原因中途退出。

社工专业毕业生从业者不足5%

资金缺乏尚处艰难爬坡阶段

在学校的时候，丁小梅

就是一个积极分子，经常参加

志愿者或者公益活动。毕业

的时候一开始在一家传媒公

司工作，但是她一直没有放弃

从事社工工作的想法。2010

年11月，她被蜀山区民生社会

工作服务社作为第二批招收

的社工加入进来的。“我一直

都想从事这个职业，想把自己

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当中去，

也算是一个有职业理想的人

吧。”丁小梅说。

家里人对丁小梅从事社

工这项工作还是很不满意的，

一大家子在一起，有时候就会

劝她换个既轻松也体面的工

作。尤其是小梅的母亲和邻

里阿姨聊天，相互说道儿女的

工作时，更是让她有点难过。

但是丁小梅却一直坚持自己

的想法，她说：“我是一个固执

的人，爱钻牛角尖，我的专业

是社工，我是真的喜欢社工这

个职业。”

“社工有个专业的名词

叫‘快乐感染’，也就是说我们

在工作中用自己的快乐影响

服务对象，也让服务对象的快

乐感染自我。”丁小梅说，她在

工作中体验到的幸福感是任

何物质享受都带不来的。

服务主要内容是陪老人聊天

“我真的喜欢社工这个职业”

在很多人眼里，扶危助困的社工是一项非常崇高的工作，他们的慈善行为也很让人感

动。不少年轻的社工们表示，他们完全是凭着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职业理想而坚守。日前，

记者走近省城几位年轻的社工，倾听他们的心声。

采访对象：
柏俊、丁小梅：蜀山区民生社会工作服务社

社工故事B

社工为社区居民提供儿童借阅服务 社工组织志愿者为老人做家务

社工组织为老人开展理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