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福建福鼎务工的赵

泽云跨越近 2000公里，历经 20
多个小时，平安回到了家乡云南

曲靖。而一路护送和陪伴他的，

是福鼎的医务社工邵宇星。

“谢谢！谢谢！”分别之际，坐

在轮椅上的赵泽云不断对邵宇

星表达着感谢，简单质朴的言语

打动了在场每一个人。

时间回到 3个多月前，60岁
的赵泽云在下班回家途中突发

脑溢血，被工友送往福鼎市医

院，经过医护人员奋力抢救，病

情暂时稳定下来。

因为赵泽云在当地无亲无

故，福鼎市医院社会工作服务室

便派来医务社工邵宇星提供帮

助，方便他的救治。

在邵宇星的专业陪护下，3
个月的康复锻炼逐渐过去，赵泽

云的肢体协调性有所恢复，但还

有肢体偏瘫、言语含糊的后遗症。

这时，邵宇星了解到赵泽云

想要回家的愿望，并在充分考虑

赵泽云身体状况的基础上为他规

划了回乡之旅，一路精心看护，让

行动不便的赵泽云圆了回家梦。

如今，医务社工越来越多，

正悄然成为连接医患、温暖人心

的桥梁。

医生的助手 病人的帮手

随着现代医学分工日益精

细，诊疗行为更加依赖于团队协

作，医院临床团队的成员已不再

局限于医生和护士，诸如医务社

工、康复师、临床药师和营养师

等新兴角色不断涌现。

医务社工是专业的社会工作

者，他们主要在医疗卫生机构为

患者提供心理关怀和社会服务。

与医生和护士不同的是，医

务社工提供的是“非医学诊断和

非临床治疗”服务，如同医患之间

的“摆渡人”，传递医者的人文关

怀，转达患者的需求与感受。医务

社工不仅借助治疗期间的陪伴、

救助等项目，拓展医学服务的广

度，还通过患者出院后的后续服

务，延伸医学关照的深度。

钟源源是福鼎市医院社会

工作服务室的一名医务社工，她

的日常工作是帮助患者及家属

解决与疾病相关的各种问题。

福鼎的王先生因摔伤导致

股骨颈骨折到院诊疗，因手术条

件不允许，只能保守治疗。但是

王先生单身，甚至有智力残疾，

父母年迈，仅有一位堂哥能够帮

助他。除了医疗费用筹措困难，

王先生出院后还需长期卧床，如

何安置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考虑到这些情况，钟源源在

王先生住院期间就为他申请了

两笔慈善救助金，对接志愿者收

集衣物，并帮助王先生联系到户

籍地的养老院，获得接收承诺。

“每一位医务社工都是医生

的助手、病人的帮手。”福鼎市医

院社会服务室的负责人陈影这

样定义医务社工的角色：协助病

患及家属共同解决因疾病带来

的家庭、经济、心理等各种问题，

充当着医生和病患的“润滑剂”，

提供有温度的医疗，是医疗人文

的传递者。

据介绍，福鼎市医院社会服

务室自 2008年成立以来，从最
初的 4 位非社会学专业的医护
人员，发展至今已拥有社会工

作、心理、医疗及护理等专业共 7
人组成结构合理、专业互补的组

合。截至 2023年年底，该服务室
已帮助 3520名患者，其中 2515
名患者获得了经济援助，资助金

额高达 463.6426万元。
数据背后，是无数患者家庭

重获新生的故事，也是医务社工

默默奉献的见证。

发挥更大的专业力量

医务社工正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还

有不少人以为医务社工和医院里

身着马甲的志愿者没什么区别。

社会认知度低，常让医务社工感

受到职业发展的“寒意”。

据了解，自 2009年新医改方
案明确提出开展医务社会工作

以来，医务社工的重要性虽获认

可，却长期在社工行业中扮演着

“小群体”的角色。

目前医院设立的医务社工

岗位，其人员要么是从护理行政

岗位转岗过来，要么就是非医务

社工专业的人员，真正科班出身

的屈指可数。

在福建，众多医院的发展多

集中在医学技术的提高、经济效

益的提升上，往往将医务社工置

于“替补队员”梯队。

2017年，福建省卫健委下发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2018—2020年）考核指标》，医
务社工制度首次提升至一级指

标，其分值占总分的 6%，许多医
院这才着手开展这项工作。

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医务

社工的职业前景因“非创收性”

负担而蒙上阴影，医院在招聘与

培养上缺乏动力。

“医务社工岗位，由于工作

环境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仅有

热忱和爱心是不够的，更需要专

业化，其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患

者的就医体验与满意度。”全国

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委员、泉州市社会工作

协会会长、晋江市致和社工事务

所理事长夏晋城指出，医务社工

行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社会认

知与认可度的欠缺。

众多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

常误将医务社工视为普通志愿

者。初入病房，医务社工需多次介

绍自己及职责，纠正家属对他们

“只负责聊聊天或筹款”的误解。

此外，医务社工的工作繁杂

琐碎，薪酬待遇没有统一标准。据

了解，在福鼎市医院，医务社工月

薪为 5000至 6000元；泉州地区
新入职的医务社工月薪普遍在

3000元左右；而在经济不发达地
区，一名医务社工的月薪则在

2000元至 2500元区间浮动。
“在我们单位，每个月除薪

酬以外，按照社工的职称，设置

奖励金，初级 150元，中级 300
元，高级 800 元，但大部分社工
机构标准无法达到这么高，甚至

奖励或补贴都没有。”夏晋城坦

言，医务社工光有经验积累与职

称提升还不够，还需不断精进社

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能力。当前，

优秀的医务社工仍较为稀缺。

记者了解到，尽管社工行业

初入职薪酬不高，但随着经验和

职称增长，发展空间和收入会显

著提升。在泉州，市县两级政府

还为高层次社工人才提供优惠

政策，拥有中级社工证且工作三

年者，更易被认定为高层次人

才，享受更多政策福利。

加强医务社工的
人才培养和储备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教

育部办公厅等多部门联合制定

了《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

（2024—2027年）》，明确
提出要加强社工和志愿

者服务。然而，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现实中不

少患者、家属乃至医护

人员都对医务社工了解

甚少，误认为他们和普

通志愿者没有差别。

目前，省内有福建

省立医院、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福建省儿童医院等

多家医院开设医务社工

部或有设置医务社工岗

位。尽管省内有厦门大

学、福州大学、福建医科

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闽

江学院等 13所高校开设有社会
工作专业，但开设医务社会工作

方向的仅有厦门大学和福建医

科大学两所。

福建医科大学社会工作系

主任黄翠萍介绍，自 2002年创
立以来，该系已培养出 19届共
计 1312名本科毕业生，他们广
泛分布于省内外的知名医院及

慈善组织，在临终关怀、器官移

植协调、医养结合等关键领域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我国已建立了本硕博

一体的社会工作人才教育培养

体系。随着医疗服务模式的升级

和患者需求的多样化，具备专业

素养的医务社工成为大型医疗

机构不可或缺的力量。

眼下，医务社工的就业市场

仍存在显著缺口，尤其是在三甲

医院，其专业价值和服务需求尤

为迫切。

泉州市社会工作协会会长

夏晋城提议，医疗单位可引进第

三方社工机构入驻，共同合作开

展社工项目，以缓解人才和技术

短缺问题。同时，激励院内医务

人员参加医务社工专业考试，并

从医务人员和专科志愿者中发

掘和培养社工人才。

医务社工的重大作用不容

忽视，需要社会各界给予医务社

工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力度。

渊据叶福建日报曳冤

医务社工院医患之间的野摆渡人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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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共成都市委社会

工作部指导下，中共成都市青羊

区委社会工作部举办了“2024年
青羊区社区商业暨社区社会企

业供需对接活动”。

活动以抓好凝聚服务群众

工作为出发点，旨在梳理青羊区

社区社会企业发展模式与典型

案例、展示青羊社区社会企业培

育成果、发布社区商业供需清

单，探索共建、多元、包容、互助

的社区商业服务体系，链接社区

居民所需的各类资源、服务和业

态，推动新时代青羊区社会工作

高质量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活动总

计达成合作意向 52项，涉及养老
托育、社区食堂、无障碍服务、生

态环保、家政物业等多个领域。

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

以“社会企业助力社区可持续发

展”为主题，分享了成都市社区社

会企业的定义、设立、运营及服

务，并结合相关社会企业、社区融

合实践案例，阐述社会企业在加

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上的价值与意义。

青羊区少城街道宽巷子社

区、府南街道石人北路社区等 10
个社区分别就各自社区的需求

清单和资源清单进行了发布。社

区围绕各自社区特色亮点与民

生需求，向与会企业、社区社会

企业、社会组织发出合作邀约，

共同探索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

理的实践创新与制度创新，将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理念落地落实。

郑州大学商学院的专家对 10
个社区的清单进行了点评，分享了

社区商业暨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的

趋势和创新模式，为与会者带来了

前沿的理念和宝贵的经验。

“本次活动的举办不仅为社

区社会企业提供了一个交流合

作的平台，也为社区未来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相信通过本次

活动，将有更多优质的社会资源

和服务进入社区，为居民带来更

加便捷、丰富和高品质的生活体

验。”青羊区社会工作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未来，青羊区将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精

神，聚焦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引

领社区社会企业、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社会

力量，激活参与社区发展的活

力、投入市场创新的动力、服务

社区居民的潜力，推动新时代社

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4年社区商业暨社区社会企业供需对接活动
在成都市青羊区举行 姻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