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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两地社会工作如何共下野一盘棋冶

安徽启动野三区冶社工
人才支持计划

7月 19日，安徽省委社会工作部启
动 2024年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
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力争用

一年左右的时间，为受援地打造一支专

业人才队伍、培育一个志愿服务项目品

牌、实施一项农村微改造工程、开展一

项乡风文明实践。

今年是安徽省委社会工作部成立

后首次牵头组织实施“三区”计划。按照

自愿参与、需求对口、就近就便、优中选

优的原则，安徽省委社会工作部选派 18
名优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组成五个专

业团队，分赴亳州市谯城区、宿州市埇

桥区、阜阳市颍东区、六安市金安区、安

庆市岳西县五个县（区）实施服务，聚焦

基层社会治理、“一老一小”、“一残一

困”、应急救灾等领域开展服务，推动受

援地拓宽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壮大社会

工作专业力量、探索社会工作服务模

式、普及宣传专业社会工作。

据了解，“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支持计划自 2012年实施以来，安徽省
已累计选派 200 余名优秀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深入亳州、宿州、阜阳、六安、安

庆等 5个市 20余个革命老区和乡村振
兴帮扶县，围绕农村留守儿童、老年群

体、孤残儿童、低保家庭、社会福利和社

会救助等重点领域，为受援地超一万名

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渊据叶安徽日报曳冤

近日，“平凡之路不平凡”———“海右”

社会工作人才交流暨新时代医务社会工

作高质量发展会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

属省立医院召开。现场，山东省暨济南市

医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基地以及“仁爱

之舟”省立医院志愿服务站揭牌。

同时，济南市委社会工作部与 10所
驻济高校发起成立济南社会工作高校联

盟，共同签署《济南社会工作高校联盟协

作意向书》，构建常态化联系机制，建立

高校社会工作人才智库。此举旨在发挥

联盟高校社会工作学科、人才、平台等资

源优势，结合济南社会工作发展现状，在

社会工作研学、社会工作项目开发、社会

工作项目督导、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等多

维度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济南社会工作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据悉，目前

驻济高校有社会工作专业专家学者 130
余人。

会上，济南市槐荫区结合区位优势、

产业布局、招商引资政策等进行了人才

政策推介。济南社会工作高校联盟代表，

济南大学、省立医院医务社会工作办公

室主任尉真，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

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洪英，校友代

表、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孙荣甲，分别从高校培养、人才督导、一

线实务方面交流了工作开展情况和取得

的成效，分享了医务社会工作先进经验。

发展社会工作、加强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

必然要求，是创新社会治理、增进人民福

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广大校友

是地方和高校的宝贵社会财富，也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智力支撑和动力支撑。近

年来，济南市社会工作蓬勃发展，专业人

才队伍不断壮大，服务机构不断增多，服

务领域不断拓展。广大社会工作者紧紧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助人自助”

服务理念，遵循专业伦理规范，运用专业

知识、方法和技巧，为创新社会治理、满足

服务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今后，社会工作将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在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大格局中

明确社会工作发展方向、谋划社会工作发

展思路、落实社会工作发展任务；不断发

挥资源整合作用，敢于突破创新，重点围

绕推进职业化专业化，在信访、医疗、教

育、养老、儿童等社会工作人才需求较大

的领域，积极引进优秀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引荐优秀社会工作人才，为校友人才交流

合作提供最佳载体，让更多优秀社会工作

人才汇聚济南，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的专

业优势，助力省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此次活动由济南市委社会工作部、济

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槐荫区委社会

工作部、槐荫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

东省社会工作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委会

协办。山东大学、济南大学等 11所驻济高
校社会工作专业院系负责同志、社会工作

专业教师，济南社会工作领域专业人才代

表共计 100余人参加活动。
渊据叶济南时报曳冤

构建常态化联系机制、建立高校社会工作人才智库

济南社会工作高校联盟成立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

出，要坚持“川渝一盘棋”，加强成

渝区域协同发展，构筑向西开放

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

地，尽快成为带动西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如何推进两地基层党组织

建设互鉴互促？如何携手构建社

会共治新格局？如何打破壁垒优

化服务，让川渝群众幸福感加

倍、获得感加码、满意度加分？近

年来，按照两省市党委政府部

署，川渝两地有关部门在社会工

作方面合作不断深入，特别是川

渝党委社会工作部成立以来迈

入合作“快车道”，助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多领域合作成果
野可感可知冶

记者在宜宾市市民中心看

到，该中心设立的“川渝通办”专

区发布 311项“川渝通办”事项，
集中公布两地便民应用、信息清

单，提供办件材料快递邮寄、进

度在线查询等服务，满足两地企

业和群众异地办事需要。

2023年 3月，川渝两地有关
部门就涉及社会救助信息核查共

享、专项社会事务管理服务跨省通

办、共同促进慈善社工事业发展等

多项社会工作内容达成一致，列入

合作重点任务清单。目前，清单中

的诸多事项已落地，转化为群众

“可感可知”的生活便利。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2023年
2月，第一届川渝基层政权建设
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成立，为

两地社会治理搭建新的学术交

流平台，为城乡基层治理强化人

才支撑和智力保障。两地基层党

组织也在交流共建中迸发新活

力。在四川省开江县与重庆市万

州区等毗邻地区，边界村共办主

题党日一起过、书记轮流上党

课、青年党员志愿行等党建活动

蔚然成风，有力推动毗邻地区基

层党组织交融互促。

在“一盘棋”大背景下，两地

行业协会（商会）实现发展共融。

2023年，四川省行业协会商会以
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为牵引，在推动破解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政策性难题和机制性

梗阻，推进科技协同创新、现代

产业协作共兴共融，加强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以及重点项目投资

建设等方面积极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志愿服务领域的合作

也有新动作。2024年 6月，重庆
市委宣传部、四川省委宣传部印

发方案，决定在川渝毗邻地区协

同打造四条区域特色鲜明、覆盖

范围广泛、深受群众欢迎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带，推动建成具有全

国影响力和示范价值的川渝新

时代文明实践走廊。

持续推动
区域社会工作一体化

《川渝社会工作合作框架协

议（2024 年—2027 年）》的签订，
为两地未来五年社会工作发展合

作定下基调。川渝两地将在鼓励

两地基层党组织互鉴互促、联动

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

问题、推动审批服务事项两地互

办互认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探

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努力在推动区域社会工作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上先行示范。

党建引领导向鲜明。川渝两

地将联合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鼓励两地基层党组织互鉴互促，

指导毗邻地区党组织结对共建，

推进组织联建、队伍联育、党建

联强。同时探索扩大“两企三新”

党建覆盖的新路径，引导各类经

济组织、社会组织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

更多民生实事将进一步落

地。未来，川渝两地将共享治理

服务平台，建好村（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县

乡综治中心，探索推出一批审批

服务事项两地互办互认。

志愿服务队伍进一步共融

发展。川渝将建立健全志愿者、

社会工作者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机制。目前，四川泸州，重庆

江津、永川、荣昌四地已达成合

作，以“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

河”为目标的川渝“河小青”保护

长江行动已正式启动，志愿者的

身影活跃在长江江畔。

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共同维护营商环境。川渝党委社

会工作部将指导行业协会商会

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

源汽车等产业汇聚资源要素，引

导两地“两企三新”加大科技创

新和成果转化力度。依托两地

“两新”工委和行业协会商会，推

动惠企政策落地；联动整治行业

协会商会违规收费、“戴帽子挣

钱”等问题。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是国之大者、省之要事。在此背景

下，两地社会工作部门互促互鉴、

携手共进，既是顺势而为也是应

尽之责。”四川省委社会工作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签约，两

地将尽快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和

示范性的合作成果，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社会工作

力量。 渊据四川在线冤

济南

社会工作

高校联盟
成立

近日袁川渝社会工作合作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成都召开袁两
省市正式签订 叶川渝社会工作合作框架协议 渊2024年要

2027年冤曳袁 标志着两地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协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袁不断深化社会工作领域合作开启新篇章遥

琼江上川渝联合工作人员在巡河渊资料图片 华小峰/摄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