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城市读本2023年3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刘虎 设计：徐霖海 校对：林维曦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厦
门
持
证
社
工
占
全
省
三
分
之
一

﹃
世
界
社
会
工
作
日
﹄
到
来
，记
者
对
话
高
级
社
工
师
李
春
艳
破
解
行
业
发
展
密
码

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
的高速发展，社工这个原本
冷门的职业逐渐走向前台，
被大家所熟悉。据了解，厦门
社工行业近十年取得了飞速
发展，福建省三分之一的持
证社工在厦门。

今天是第17个“世界社
会工作日”，福建省2023年
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在厦
门启动。晨报记者对话高级
社会工作师、厦门市湖里区
家馨社会服务中心总干事李
春艳，与其探讨作为政府和
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社
会和谐的“润滑剂”，社工该
如何抓住时代机遇，提升专
业水平，推动行业发展。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认识这个职业并从事这项工

作的？

李春艳：从2014年6月起，

我正式成为专职社会工作者。

在此之前，2008年1月—2014

年4月，我主要是一名社区工作

者。那段经历为我进入社区场

域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说到进入这个行业的契

机，2012年，也是我的而立之

年，我有幸参加了厦门大学社

会工作专业童敏教授的培训

课，他讲述了社会工作的发展

现状，提到厦门大学在培养社

会工作专业硕士。2013年，经

过努力，我成为厦门大学第二

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师从童敏教授，开始社会工作

专业学习。

2014年，湖里区大力推动

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社会工

作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于

是，2014年6月，我成为湖里区

一名专业社工。

记者：据了解，社工并不属

于高薪职业，是什么让您在这个

行业里坚持了这么久？

李春艳：社会工作者确实不

属于高薪职业。而且受限于项

目经费预算等，社工的薪酬往往

较难提升。这些年，我之所以能

坚持下来，是因为社工跟别的行

业不同，它非常需要责任感和使

命感，需要秉持助人理念，去帮

助他人、温暖他人，给困难的人

带来希望，让我感觉很有价值。

另外，我的家庭比较稳定，

这么多年，家人对我一直非常支

持，所以我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

和经济上的顾虑。而从心理上

说，我对社工这个职业是认可

的，有情感投入，还有专业知识

储备等，做起来也就更加得心应

手。

记者：虽然在厦门社工已经

不是冷门职业，但一些新入职的

年轻社工还是吐槽自己“收入不

高不低，前途似有似无”，为此，

有人考虑改行，您怎么看待这一

现象？

李春艳：从高校毕业生的态

度来看，我跟几名社工专业读研

即将毕业的学生交流过，4个人

里有3人明确表示要读博或考公

务员，只有一人表示“可能会选

择做社工”。所以，这几年，的确

有不少社工机构招人难，往往只

能招聘非社工专业的人进行培

训，以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平，鼓

励他们考取社会工作职业资格

证书。

说实话，目前社工行业从业

人员的待遇确实还有提升空

间。比如，有些社工是夫妻档，

两人都从事社会工作，后来迫于

生存压力，其中一人也会选择离

开社工行业，甚至有可能两人都

改行。

记者：作为为他人解决问题

的职业，从事社工工作过程中，

您是否遭遇过困难？是怎么解

决的？

李春艳：由于社工行业起步

晚，早些年往往要学习借鉴台湾

经验，乃至国外先进社工经验。

记得八九年前，湖里区民政局从

台湾柔性引进社会工作专家，为

我们进行督导和培训。如今，随

着我们自己的社工培养体系确

立，特别是厦门大学、集美大学、

闽南师范大学等高校设立了相

关专业，专业化为各社工机构进

行督导和培训，我省社工行业得

到快速成长。后来，我们开始探

索一些本土化的社工服务路径，

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目前需要破解的难题是，除

了要推动社工行业专业化、规范

化，还要对社会工作服务进行创

新、培育社区特色品牌，这些比

较难。比如，前几年，社工服务

的几乎都是老弱病残等人群，后

来社区提出要打造创新品牌，甚

至提出要“一社一品”，这样对社

工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挑战，对社

工综合素质的要求更高了。落

地在社区场域的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需要平衡服务对象需求与

利益相关方的需求，社工压力往

往会大增。

如何破解困局？前些年，我

们社工机构都是直接服务困难

群体，后来我们调动居民、辖区

单位以及社会力量等共同参与

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开启了从人

群服务到社区治理服务的转

变。我们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

的改变，从“服务员”变成“统筹

员”。社工作为“统筹员”，跟社

区有力配合，激发居民、单位、社

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潜能，

推动居民走到台前，参与社区治

理，提升居民自主意识，共同参

与解决社区问题。如此一来，就

大大拓展了社会工作服务的施

展空间。

【谈未来】

社会地位提升
服务更加专精
记者：据了解，厦门全市持

证社会工作者人数占福建全省

的三分之一，已接近社会工作

发达国家的占比。您如何看待

这样的快速发展？

李春艳：我认为，一是社会

工作的作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中逐渐凸显。社会各界对社

工的认知有了较大提升，从而

吸引了一部分人来做社工。这

其中有行业自身发展的原因，

也有国家相关政策的激励、保

障和推动。就拿厦门来说，政

府鼓励社区工作人员考取社工

证，考试通过者每个月都有补

贴，一年可以增加几千元收

入。例如，我通过高级社会工

作师的考试后，有关部门一次

性给予我8万元补贴。二是考

证之后，社工可以掌握一定的

专业知识，更好地为居民服

务。对于社工来说，也是自我

能力的提升。从精神层面来

看，也能提高社工的职业认同

感。

记者：请您憧憬一下，再过

十年，厦门的社工行业会是怎

样的情景？

李春艳：近日，中央社会工

作部组建。可以预见，在不久

的将来，社工的知晓率和社会

地位都会得到大幅提升，“政府

和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将

成为现实。

可以肯定，未来10年是厦

门社会工作高质量高速发展阶

段，社工的社会地位会有极大

提升，社会工作发展质量会上

一个新台阶，对社工的专业要

求也会越来越高。我个人觉

得，社工将转向“专精化”，这就

意味着，会有各种社会工作服

务流派出现。比如，届时可能

有人专精儿童领域，有人专精

为残疾人服务，有人专精家庭

治疗方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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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傅曦颖谢祯

【谈择业】

一个偶然契机
走上社工之路

【谈待遇】

机构招人难，待遇有提升空间

【谈破局】

身份转变，“服务员”变“统筹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