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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职称、岗位设置有法可依

3 月 21 日，民政部网站正式对
外公布了《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
法》。办法明确，高级社会工作师实
行考试和评审相结合的评价制度。
参加考试合格并通过评审，方可取

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
办法还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的专业优势，逐步推动具备条
件的行业协会、专业学会等社会组
织和专业机构有序承接高级社会

工作师评价工作。
2006 年原人事部、 民政

部出台了《社会工作者职业
水平评价暂行规定》，明确提
出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
分为助理社会工作师、 社会
工作师和高级社会工作师三
个级别。

考虑到高层次人才培养
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

2008 年先开通了助理社会工作师、
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工作。经
过十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比较科
学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评价模式，
为开展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奠定
了基础。

目前， 全国有 30 多万余人取
得了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
证书，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人才队伍
和稳定的人才梯队。他们在直接服
务群众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得到历
练，其中一些人具备了高级社会工
作师所需的能力素质。鉴于开展高
级社会工作师评价的条件已经成
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

部适时出台了《高级社会工作师评
价办法》。

民政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强调：
“开展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 有利
于引导社会工作从业人员提升能
力素质，加快培养高层次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优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结构;有利于引导用人单位建
立完善社会工作专业岗位与职级
体系，合理配备使用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拓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
晋升空间;有利于引导社会增强对
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提升社会工
作的职业地位，扩大社会工作的职
业影响。 ”

3 月，民政部网站正式对外公布了《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标志着我国建立了初、中、高级相
衔接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体系。 10 月， 国家卫健委公开《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2018-2020年)考核指标》，医务社工制度首次被单独列为一级指标。 社会工作进入发展新阶段。

高级社工师将采用考评结合的办法产生1.

� � 10月底，国家卫健委公开《进一
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2018-
2020年)考核指标》(以下简称《考核
指标》)。医务社工制度首次被单独列
为一级指标，其分值占总分的 6%。

《考核指标》共设置 14 个考核
项，39 个具体指标。与 2015 年发布
的指标相比，医务社工的重要性大
大提升。

2015 年的指标体系中与医务
社工有关的一级指标是“注重医学
人文关怀，促进社工志愿服务”，总
共 6 分的分值， 其中只有 1 分是
“加强社工和志愿者服务”。具体要
求是有社工和志愿者得满分;有社
工无志愿者或有志愿者无社工得

0.6 分。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社工最
多也就扣 0.4 分，对医院考核的影
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此次发布的考核指标则直接
把“医务社工制度”作为了一级指
标，共 6 分。 在这一指标之下包含
两个二级指标：医务社工配备情况
3 分，志愿者服务时长 3 分。

具体的考核要求是，医务社工
配备方面， 设立医务社工岗位得
60%分，设置专职得满分;志愿者服
务时长方面， 累计时长超过 4000
人次×小时，可得满分，低于 4000
则按比例得分。

从二级指标到一级指标，从促
进到制度，从 1 分到 6 分，从有即

可到要求设岗，对医务社工的重视
程度无疑大大提升。从与其他指标
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例
如，日间服务、优质护理服务这两
个一级指标总分也就各只有 7 分。

如果从 2000 年上海东方医院
成立内地第一家医务社工部算起，
历时 18 年， 医务社工终于成为我
国医院的标准配备。 如果从 1921
年蒲爱德在协和医院创建社会服
务部算起，则已经过了近百年。

有了这一考核指标，如果医院
没有按要求设立医务社工制度，将
面临考核减分的风险。 因此，医务
社工制度在我国医院中的普及将
指日可待。

医务社工制度成为医疗服务一级考核指标2.

电影、电视一直是香港社工展示
自身工作内容与行业形象、赢得社会
声望与影响力的重要阵地，对推动形
成香港目前成熟的社会工作体系具
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站在推动社工行
业发展的角度上来讲，内地也急需有
相关题材的电影登上大银幕。

4 月 20 日，《米花之味》 一上
映即引发内地社工行业广泛关注。
除多地社工协会组织工作人员观
影外，普通观众也通过这部电影了
解到目前内地社工的需求、工作内
容以及面临的困难。

《米花之味》讲述了傣族留守
“问题儿童” 喃杭与其务工回乡的
母亲叶喃重塑亲情、真正团圆的故
事。 在这对母女关系的重塑过程
中， 社工的帮助是不可替代的，而
这段帮扶故事也取材自云南当地
的真人真事。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宫
蒲光在观影活动中表示，鹏飞导演
以一种舒缓、温情、暖色调、润物细
无声的艺术手法与大家一起用心
去探讨留守儿童的心灵成长、女性
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传统与

现代的碰撞等社会问题，这不仅是
鹏飞导演和制片团队的心血之作，
也是弘扬社工精神的精品力作。

宫蒲光指出，《米花之味》充分
展现了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者扎
根当地，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协助村
民直面困难、重塑信心，帮助他们
解决问题、摆脱困境的努力，凸显
了社会工作在构建美好和谐社会
中的重要意义。 影片的公映，不仅
为公众奉献了艺术与精神的美味，
也必将成为推动社工事业健康发
展的可贵正能量。

《米花之味》亦是“社工之味”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