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台激励措施袁
助社工人才稳步增长

“我们有 9位社区工作者，
除我之外，其他人都考取了社工

证。”7月 19日，在六安市金安区
清水河街道茶棚社区，56岁的社
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正

琴告诉记者，掌握社工知识后，

社区“两委”服务群众的能力和

水平都有所提升，拉近了和群众

的距离。

茶棚社区 88.9%的社区工作
者“持证”率是安徽省社工“考证

热”的一个缩影。今年安徽省 4.3
万人报名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

平考试，其中，社区工作者 2.3万
人，占据报名考试者的半壁江山。

来自社工组织的专职社工 1913
人，在所有报名考试者中占 4%。

社会工作者广泛分布在机

关事业单位、基层社区、社工组

织等各领域。社区工作者则是在

社区从事党建、治理、服务工作

的社区“两委”专职成员和专职

工作人员。两者都是社区治理的

重要力量，都要服务群众，区别

在于社会工作者致力于专业社

会服务，而社区工作者则通过统

一招考录取，同时承担着部分行

政性工作。“从广义上来说，他们

都属于社工。”合肥工业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安徽开放大

学社会工作学院常务副院长周

军表示。

为提高社工持证率，鼓励相

关人群提高社会工作的理论知

识和服务水平，安徽省各地设置

了对考取社工证的一次性补贴

和职业津贴。例如合肥市，对通

过高级、中级和初级社工考试的

人员给予每人 2000元、1000元、
500元的一次性补助。六安市给
予持有社工证的社区工作者每

月 100 元至 300 元不等的职业
津贴。在阜阳市，超 1700名持证
社工获得财政一次性考试补贴，

发放资金近 200万元。淮南市则
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取得社工

证及以上证书者予以兑现相应

职称。

激励之下，目前安徽省共有

社会工作人才 17.5万人，持证社
会工作者 3.4万人。这支队伍广
泛分布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

社区建设、矫治帮教、禁毒戒毒、

卫生健康等领域，面向基层群众

开展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

提升、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为

个人、家庭、群体、社区等提供了

专业的服务和支援。

拓展服务岗位袁
为社工提供更大舞台

7月 12日下午，记者跟随阜
阳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高级

社工王晓燕一道，前往救助对象

乐乐、淘淘家进行访视。乐乐、淘

淘是一对姐弟，父亲两年前意外

离世，母亲改嫁。“当时家庭发生

变故不久，姐弟俩没人管，被社

区民警送到我们救助站。”王晓

燕向记者介绍起原委，目前社区

安排孩子和二伯家一起生活。

作为曾经的救助对象，安置

好以后，救助站本可以不再过

问。但作为一名社工，王晓燕认

为，不仅要救助姐弟俩眼前的困

难，更要着眼于他们长远的发

展。她定期上门看望乐乐和淘

淘，同现在的监护人，孩子的二

伯、二伯母聊天，了解他们的困

难，安抚他们的情绪。与此同时，

链接专业心理咨询师给两个孩

子进行定期心理辅导。“希望通

过我们的介入，疏通孩子的成长

道路，让他们感受到更多温暖。”

王晓燕说。

据了解，目前全省共有近

47.8 万名困境儿童亟须得到社
工监护评估、个案会商、服务转

介、精神关怀等帮扶救助服务。

除此之外，社区矫正、禁毒工

作、医疗卫生、为老服务等领

域，都有较大社工缺口。2023
年，民政部等 12 部门印发《关
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推
动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每百张

养老机构床位均拥有 1 名社会
工作者”。截至目前，全省共有

1285 万名老年人，拥有养老机
构床位 32万张。专注于为老服
务的社工却人员有限，一些养

老机构社工配备不足。

“目前，全社会对社会工作

还未形成充分认识。”马鞍山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优待抚恤科高

级社工师聂惠琳告诉记者，她的

主要工作是从事优抚社会工作，

服务退役军人群体。“社会工作

的专业方法让老兵更好理解国

家政策，帮助他们更好融入社

会，增强幸福感。”聂惠琳说，优

抚社会工作需要社工介入，但目

前人力明显不足。

为拓展社工服务岗位，近年

来，安徽省各级累计投入资金超

2 亿元支持乡镇（街道）社会工
作服务站建设，探索实施社工专

业人才服务“三区”计划以及安

徽省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服

务项目等特色项目，连续多年举

办“江淮社工周”主题宣传活动，

设置专场招聘会，引导社工人才

投身基层和欠发达地区，提高服

务能力。

多位受访者表示，安徽省各

领域社工服务需求和岗位有待

充分开发。一方面，加强宣传，提

高全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度，

积极拓展各领域社工服务需求。

另一方面，政府设立社工服务专

项经费，以购买服务方式引导社

会组织发展、培育专业社工人

才。汇聚多方力量，形成基层治

理和社会服务的强大合力。

破除发展障碍袁
让社会工作走得更远

安徽省社工人才稳步发展，

但与浙江等先发地区相比，仍然

差距明显。资料显示，今年浙江

报考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考试者达 30.4万人，比去年增加
6.4万人，浙江目前共有持证社
会工作人才 21.59万人，居全国
省份第一。浙江社工考试为何如

此火爆？浙江省义乌市同悦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陈锋认为，

这与政府对社会工作的重视程

度密不可分。“政府认可社会工

作的重要性，编制了大量预算支

持社会工作发展。”

在浙江，机关事业单位 45
岁以下人员被要求应报尽报、应

考尽考。宁波市对于考取社工证

人员，给予 1500 元至 5000 元的
一次性奖励。在社区工作者招聘

中，拥有社工证也是加分项，可

以“优先录用”或“加分”。在淳安

县，对考取社工证的社区工作者

给予每月 200 元至 600 元的职
业津贴。“不仅如此，浙江的志愿

服务文化也非常浓郁，为专职社

工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陈锋

介绍。

不过，专职社工的待遇偏

低、稳定性差是浙江、安徽两地

面临的共同问题。一位在合肥工

作的年轻基层社工告诉记者，她

的年薪大约是 5万元。“在合肥
地区，‘精英式骨干社工’年度综

合收入约 8 万元至 12 万元区
间、一线服务社工约为 4.5万元
至 8 万元（均含企业代缴的社
保）。”肥西县惠普社工理事长瞿

贤宝介绍。而在浙江义乌，一线

社工的平均薪酬大约在 7 万元
至 8万元，社区工作者的年薪大
约 10万元。

专职社工数量虽然不如社

区工作者，却是进行社会工作服

务的专业力量。一线社工的劳动

付出与回报难成比例，且社会认

同度不高，造成了专职社工较强

的流动性。“刚培养起来的社工，

没两年就考走了。”合肥市庐阳

区实创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高

志强告诉记者，这样的情况给社

工人才的梯队培养造成困难。

社工组织是连接政府与群

众的桥梁，在社工人才培养和社

工服务专业化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目前，绝大多数社工组织都

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主

要生存手段，在社工组织承接服

务项目中占比九成以上。对财政

过高的依赖性导致社工组织的

生存发展容易受到政策性波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受制于财

政收缩的情况，去年下半年以

来，不少社工组织承接的项目量

和资金量都明显减少，影响了机

构生存和专职社工人才的稳定

发展。

不少社工组织坦言，由于全

社会对社会工作认识不足，未能

形成成熟的慈善和社工文化，想

要开拓政府以外的项目，难度很

大。陈锋认为，政府要做好顶层

制度设计，对社工薪酬、项目招

投标、评价督导等给予政策性指

导。不过，在周军看来，眼下的困

难也可能成为行业整合发展提

高的机遇。“社工组织应该突出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定位，切

实提高专业化服务能力。”周军

表示，专职社工应该更多充当

“技术员”“教练员”角色，培育、

孵化、撬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基

层治理、扶危助困，这对专职社

工和社工组织都是不小的挑战。

基层治理和社会服务是一

个体系化的工程。受访专家表

示，应当动员更广泛意义上的社

工力量和社会力量参与。一方

面，明晰政策导向和考核机制，

拓展社会工作服务需求，调动各

方参与社会工作的积极性。另一

方面，充分挖掘持证社工的人才

资源和社工组织的机构资源，提

高社会工作专业性，让其真正做

到“有用”“有效”，在国家战略大

局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渊据叶安徽日报曳冤

冶

近日，记者从安徽省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今年 6月组织

的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安徽省 4.3万名考生报名

参加，较去年增加 2100多人。目前，全省共有社会工作人才

17.5万人，持证社会工作者 3.4万人。经过多年培育，安徽省

社工人才数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素质不断提升，服务

项目品牌逐步建立，成为服务保障民生、加强基层治理、促进

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野火冶起来的社工袁如何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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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安徽省报考“社工证”人数较去年增加 2100多人，社工人才
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少领域仍面临较大的社工服务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