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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院
穿上白大褂袁但不能野越界冶

医务社工接触患者的时间

短则不足一天，多则数年。但从

与患者接触的那一刻起，“专业

陪伴”就开始了。

和大多数医务社工相似，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医务社工颜宇

习惯将与患者的接触称为个案

介入的开始，“‘介入’要有边界

感，我们虽然身穿白大褂，但我

们不是医生，不能越界”。

颜宇长期在急诊科开展服

务，她介绍，“急诊以抢救生命为

主”，医务社工的介入通常在患

者病情稳定之后，先向主治医生

充分了解患者病情，并从社工层

面对患者需求进行评估，才能开

展服务。

对于秦佳琦而言，每一次

“介入”各不相同：可能是一句

“您需不需要帮助”，也可能是一

个温暖的拥抱。

“看似闲聊，但是我们心里

都是有量表的。”秦佳琦说，日常

查房过程中，医务社工会为患者

及其家属提供切实帮助，比如调

度经济救助资源、为异地来京就

医住房困难者提供免费住处、帮

助安宁疗护病房患者实现“愿望

清单”等。

而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社

工师叶晓彬面对的情况则更复

杂。“我们会遇到很多特别复杂

的涉及法律和赔偿的问题”，叶

晓彬解释，有的患者因工伤或其

他意外伤害来到康复中心，在康

复的过程中还要花费时间和精

力处理赔偿问题。这对大多数患

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就需要医

务社工的帮助。

叶晓彬举例，曾有一个小

女孩在舞蹈机构练习下腰时意

外受伤，造成脊髓损伤、终身瘫

痪，家属不知道该如何申请赔

偿。医务社工根据已有法律知

识储备和以往接手类似个案的

经验，告知家属如何通过诉讼

手段争取合法权益，申请意外

伤害的赔偿。

与叶晓彬办公室仅隔一道

墙，另一侧的房间总能看到写作

业或看书的孩子。他介绍，这些

孩子大多是后天致残，科室社工

和实习生在非康复训练的时间，

需要帮助他们完成入学前的适

应性工作，包括与同龄人交流、

疏导心理情绪等，有时还会辅导

孩子做作业。“从患者入院到最

后顺利回归学校、家庭和工作岗

位，在心理情绪疏导、法律和政

策咨询、残疾适应、生活能力重

建、入学和就业指导、无障碍环

境改造等方面都有社工师的参

与。”叶晓彬说。

实际上，医务社工在正式

上岗后，还要学习法学、心理

学、基础医学等学科知识，用秦

佳琦的话说，“我们都是做中

学、学中做”。

秦佳琦本科读的是社会工

作专业，而同部门的医务社工除

了来自专业对口的社会工作专

业，还涉及法学、心理学等专业

背景，入职后不仅需要大量补充

医学知识，还要结合社工的专业

领域，“摘出来哪一部分是社工

可以干预、可以合作的”。

“如果是社工专业领域范

围的，就努力做到最好；如果不

属于社工服务范畴，就要弄清

楚是谁负责，然后指导患者及

其家属如何去做，在他们彷徨

无助时最大限度提供支持。”清

华长庚医院社会服务部主任张

蕾说。

服务院
常常帮助袁互相治愈

如果称“偶尔治愈，常常帮

助，总是安慰”为医学名言，那么

“常常帮助，互相治愈”无疑是医

务社工与患者间的真实写照。

颜宇认为，在急诊室来去匆

匆、默默无闻是医务社工的常

态。她说，有时刚介入个案，患者

就转院或去世了，也有很多服务

过的患者直到出院都不知道医

务社工到底是做什么的，“但是，

能对他们有帮助就是我工作的

意义和动力”。

为了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

颜宇曾和同事通过发放问卷和

访谈的形式收集了 300 份患者
就医资料，涉及就医流程、就诊

环境等，经过分析总结，颜宇将

建议交给了医院相关部门。

入职一年多来，清华长庚医

院 00后医务社工于欣然记录下
了许多医患故事———

一名 6 岁的患者康明 (化
名)，由于周期性呕吐，变得“不合
群”。在日常查房中，于欣然发现

她对绘画有兴趣，便带去了画笔

和纸。一段时间过后，儿科病房

里、于欣然的工位上摆上了康明

的绘画作品。

今年 4月，康明的母亲来医院
拿药时，给康明拨通了视频电话。

“没想到一个 6 岁的小朋友
出院半年多还能记得我，也没想

到她走出病房后，我做的事情给

她带来这么长久的影响。”于欣

然说。

清华长庚医院社会服务部的

医务社工们都记得“一塑料袋哈

达”的故事。医务社工张道泽说，

2023年，15个来自青海的藏族家
庭一同入院治疗复杂包虫病。当

时，张道泽几乎“变身”大管家，尽

量协助医疗团队做好专业保障工

作，为患者家属联系免费住处、对

接餐饮需求、对接经济救助资源、

协助翻译做医患沟通等。

15个家庭结束治疗后，把一
塑料袋哈达献给社服部的医务

社工，还赠送了一块匾额。

秦佳琦还提到了她与“风一

样的女子”的约定。这位女患者

是秦佳琦入职后介入的第一个

患者，由于患者在年轻时旅游去

过很多地方，秦佳琦索性管对方

叫“风一样的女子”。2021年，患
者说，自己最后的愿望就是在春

天和家人再去一趟颐和园。然

而，患者因为病情急转直下，不

适合离院出游。

于是那一年 4月，秦佳琦带
上相机第一次去了颐和园，走在

那条社工和家属专门设计好的游

览路线上，拍下了颐和园的春日

美景，带回来一张张向患者展示。

从此，每年 4月秦佳琦都会
去颐和园赏春，像是与“风一样

的女子”的约定：好好生活，不负

春光。

交流院
从单打独斗到团队同行

早在 2010年，为更好地推动
中国医院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

的发展，整合医院社会工作和志

愿服务优势资源，中国医院协会

成立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

作暨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

自那时起，医务社工逐渐进

入大众的视野。

根据北京市卫健委的数据，

2022-2023年，北京在医院病房、
急诊、门诊等不同场域精心培育

了一批有创新、可复制、能推广

的医务社工服务项目，覆盖传染

病、肿瘤、儿童血液病、唇腭裂、

产科、认知障碍、青少年情绪障

碍、辅助生殖等不同病种，融入

康复管理、慢性病管理、安宁疗

护、多学科诊疗等团队，为患者

及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困难救

助、医患沟通、社会支持等人文

服务，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

“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

以前是单打独斗，而在 2020年
北京市卫健委关于医务社工的

政策出台以后，现在有战友了。”

叶晓彬说，如今，他在业余时间

经常到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

校作专业分享，并接收高校社会

工作专业实习生进院实习，跟着

医务社工查房、组织小组活动

等，“因为康复对象情况比较复

杂，需要一定的专业积累，学生

们还不足以独自介入个案，但会

了解到整个的服务过程，实际感

受社工如何与患者建立专业关

系并开展专业服务。”

此外，叶晓彬还参与国内多

所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论

文校外评审工作，从行业导师的

角度指导毕业生论文写作。他透

露，目前正在撰写儿童青少年脊

椎损伤患者康复及回归社会主

题的论文，从社会康复的角度给

予患者支持。

北京医院协会医务社会工

作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颜宇、

叶晓彬、张蕾、秦佳琦等一线医

务社工还以督导的身份，录制基

础性、通识性的网课，提供在岗

教育，给有需求的医院分享经

验，提供督导性的支持。

秦佳琦认为，未来医务社工

将继续朝专科化发展，让医务社

工“角色常驻”，“当医护人员、患

者需要医务社工发挥作用时，让

他们可以知道应该找谁”。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今年 6月，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了目前取得社会工作者职

业资格证书的人数———116.1万人。同时，有 188.9万人

报名了 2024年度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再创历史新高。

在基层，社工队伍分布在儿童福利、青少年事务、养老服务等

领域，还有一部分医务社工在医疗场域开展服务，不开药、不上手

术台，为患者提供非医学诊断、非临床治疗的社会心理支持。换句话说，

心理咨询、文化课辅导、对接经济救助、法律和政策咨询，甚至居家无障

碍环境设计等看似繁杂的项目，都是医务社工的服务范围。

“我们是患者及其家庭的同行者、支持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让患者更好地就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90后医务社工秦佳琦入行

10年，这样形容医务社工。

根据北京市卫健委的数据，截至 2023年年底，北京开展医务社会

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 130家，医务社会工作者 337人，呈现逐年增长

的良好态势。其中，不少 85后、90后甚至 00后已经持证上岗，成为患

者口中“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的同行者、陪伴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