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今年超四万人通过资格审查，创社工开考以来新高

社工考证热如何为社会治理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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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健

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

见》，推动社会工作与志愿服

务融合发展，山东省青岛市崂

山区委社会工作部日前印发

《崂山区“社工+志愿”联动融
合发展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着力构建“社工引

领志愿者、志愿者协助社工”

联动服务新格局，激发社会工

作活力，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

水平。

《意见》要求，充分认识联

动融合的重要意义、明确联动

融合的目标任务。充分发挥社

会工作者专业优势，将社工人

才、社工机构引入志愿服务工

作中，在阵地共享、平台建设、

队伍建设、实践活动、项目培

育等方面发挥社工专长，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工+志愿”

综合体。通过加强党建引领、

资金保障、监督评估、宣传激

励，强化联动融合的组织保

障，用更精准的志愿服务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

感，谱写基层治理新篇章。

《意见》强调，要以社区为

平台，以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

为纽带，联动融合社区社会组

织、社区慈善资源等内外资

源，绘就基层社会治理“同心

圆”。到 2025 年年底，在崂山
区范围内打造一批成熟的“社

工+志愿”示范社区，培养一支
高素质的“社工+志愿”人才队
伍，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社

工+志愿”服务品牌，形成“社
工+志愿”融合发展的崂山模
式，推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在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中发

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崂山区积极探索

“社工+志愿”联动融合发展模
式，引导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

优势互补、资源整合、信息共

享、高效联动，进一步提升志

愿服务精准化、规范化、专业

化、品牌化程度，助力创新社

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促进

文明进步。

《意见》的出台，为崂山区

今后的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提供了更多思路。下一步，崂

山区将持续深化“社工+志愿”
联动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在

资源链接、能力提升、融入发

展、共建共治共享等领域强化

专业社工引领、志愿者参与。

利用社工的专业优势培育社

区社会组织，推动志愿服务队

伍发展完善，推动社会工作发

挥更大效用。 渊据央广网冤

山东青岛崂山区出台
野社工+志愿冶联动融合发展实施意见

考证为何这么火

“通过了吗”，最近成为社工

圈的热门话题。

这次，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

道文荟苑社区有三名社区工作

者参加考试并悉数通过。“除年

纪较大的社工，社区里人人‘持

证’。”文荟苑社区党总支书记李

宁宁说。

对于考证热，李宁宁深有感

触地说，需求是最根本的驱动力。

老百姓对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的需求不断增长，对专业化社工

人才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于是

越来越多人进入社会工作领域。

“国家对社会工作的日益重

视，增强了社工的职业吸引力。”

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

讲师李玉芬说，去年中央社会工

作部成立，今年省市县三级党委

社会工作部门陆续组建，重抓专

业人才培养，社会工作人才越来

越受到关注，考证热不断升温是

意料之中。

数据显示，通过资格审查的

40031人中，包括助理社会工作
师 35478 人、中级社会工作师
4488 人、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
合格）65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系副教授陈红

霞分析，中办、国办 4月出台《关
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

意见》，明确支持社区工作者参

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

试，直接促使一批未“持证”的社

区工作者今年报考。

政策驱动以外，“持证”也成

为入行加分项。一些地方组织招

聘社区工作者时，对“持证”的报

考者给予加分，专业社工机构招

聘也有“持证优先”的规定。南京

市润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

长房培润说，机构里 95后、00后
社工全员“持证”，一些政府采购

服务的项目明确要求“持证”社

工占一定比例。

“证书，某种程度上是对社

工个人能力的认证。”今年参加

高级社工考试的南京市惠仁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项目主管戴梅

举例说，助理社会工作师需要对

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有基础认

知，中级社会工作师则要对相关

法规、政策有深入了解。

当前，各地拿出真金白银，

对个人提升专业化水平、取得社

会工作师资格证书进行一次性

奖补、岗位津贴等。比如，苏州对

取得初级、中级、高级社工职业

资格的社区工作者，每月分别增

发 300、500、800 元专项津贴；泰
州对取得“社工证”的市属社会

组织专职工作人员，一次性补贴

最高达 2000元。

专业社工确实不一样

本年度考试落幕，江苏省

“持证”社工人数累计达 16.5万
人，同比增长率 31.91%。“持证”
社工群体壮大，反映出人们对社

工职业的专业价值越来越认可。

姑苏区沧浪街道潼泾一社区

高级社工师李亚莉走访排查时发

现了一个因病致贫的家庭，7 岁
的小苏苏（化名）患重病，她全家

人靠几千元收入生活、看病。李亚

莉多次走访了解到，小苏苏父母

大学毕业到苏州打拼，生病前的

小苏苏爱读书、活泼开朗。

李亚莉发挥社工专长，为这

个家庭量身定制帮扶方案：联系

街道申请困境儿童补贴，链接辖

区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定向捐

赠，邀请小苏苏参加社区暑托

班，听讲座、做手工、学非遗……

“我与小苏苏约定，每次走访时，

她给我讲一本故事绘本。”李亚

莉说，社会帮助给了孩子勇气，

现在的她自信、阳光、有爱心。

如今，社会工作被赋予重

任，介入诸多社会领域，服务更

多社会人群。在社区、医院、校园

等单位，社工扮演的角色越来越

重要，效能不断被释放。

“我们社区常住 9000多人，
一年流动量高达 7000 人。熟人
社会那套治理方法，很难起作

用。”面对现实，李宁宁在流动量

大的小区采集并梳理数据，采用

垃圾分类积分的方式与居民建

立链接，同时将社区食堂、便利

店、书吧、快递驿站等多种服务

嵌入党群服务中心，让社工与居

民建立更紧密联系，高效地把流

动人口组织起来。

经过数年发展，省人民医院

专职社工分布在十余个临床病区

工作，都是硕士研究生。他们为患

者开展社会支持服务、安抚家属

情绪、救助贫困患者、执行社区公

益项目……省人民医院专职医务

社工金妍艳和她的社工同事成为

医院科室争抢的“香饽饽”。

金妍艳告诉记者，几年前，一

位高龄患者因心脏不适入院。医

护人员发现，患者经常查病历并

上网搜索，显得焦虑不安，“心血

管疾病患者常合并焦虑、抑郁等

心理障碍，这位患者是典型的‘双

心病’。”在科室的转介下，医疗社

工们及时从强化患者家庭沟通和

社会支持，协助掌握疾病科普知

识等方面入手开展个案服务，患

者不久后顺利出院。自此，老年心

血管内科科室和医疗社工的“一

对一”服务机制建立起来。

抓住这波野考证热冶流量

打造高水平的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是提升社会治理水

平的关键一环。要抓住这波考证

热流量，亟需更大力度改善社工

职业环境，拓展职业发展空间，

让专业人才留得住、干得好。

李玉芬说，目前社工岗位数、

人才数远不能满足老百姓对于精

细化、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而且，

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的社会工作者

薪酬体系，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

优秀从业者不得已转行。在不少

地方，新入职的社会工作者月薪

仅 3000元左右，即便工作 3至 5
年，薪资也仅徘徊在 4000 元上
下。“要提升专业社会知晓度、明

晰职业发展路径、完善薪酬体系

和加大专业支持力度，让专业社

工人才做得好、干得久。”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

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崔效辉说，

考证热体现了社会工作行业蓬勃

发展的趋势，但社工人才使用弱

化、社会组织用人减少等连锁反

应不容忽视。应加大培养力度，

撬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应

进一步强化‘五社联动’机制，更

精准满足日益多元的需求。”崔效

辉说。 渊据叶新华日报曳冤

9月 9日，在第九个“中华慈
善日”暨第三个遂宁慈善月主题

活动上，四川省遂宁市慈善总会

“遂宁市社会工作发展基金”正

式设立。遂宁市委社会工作部部

长李鸿桀、市民政局局长赵维强

为基金揭牌，遂宁市慈善总会为

基金注入 50万元，遂宁银行为
基金捐赠 10万元。

据悉，遂宁市社会工作发展

基金旨在推动社会工作领域拓

展、机构培育、队伍建设、课题研

究和创新模式机制探索，搭建公

益慈善与社会工作融合发展平

台，发挥资源整合、服务延伸、品

牌塑造的辅助性、补充性、可持

续性作用。

社会工作发展专项基金首

期由遂宁市慈善总会统筹归集

50万元，用于社会救助、儿童、养
老等社会工作领域服务。由遂宁

银行捐赠 10 万元，用于遂宁市
委社会工作部开展党建社会工

作、镇街社会服务综合平台建设

等。社会工作发展专项基金后续

资金将按照项目化原则，面向社

会公开筹集。

根据专项基金管理办法，社

会工作发展专项基金由遂宁市

慈善总会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

每年 3 月、10 月定期发布公告，
接受资助申请。服务项目类单个

支持金额不超过 5万元，培育发
展类街道层面每年不超过 2 次、
每次不超过 0.5万元，村社层面
每年不超过 3次、每次不超过 0.3
万元，各级社会工作综合服务平

台开展机构培育和队伍建设服

务，每年可申请 1 次、每次不超
过 2万元, 课题研究类每年可申
请 1次、每次不超过 2万元。

渊据遂宁市委社会工作部冤

搭建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融合发展平台

四川遂宁设立社会工作发展基金

冶

9 月 9日袁江苏 2024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
资格考试考后资格审查拟通过人员名单

公示结束袁本年度社工考试尘埃落定遥 记者从江
苏省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袁今年江苏省资格审查
合格总人数为 40031袁居全国第二袁成为 2008 年
开考以来的最高值遥 考社工证为何热度一路攀
升钥如何将考证热转化为加强和改善社会治理的
热效应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