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袁社区
工作和 野琐碎尧 基础冶

野人员年龄大冶分不开袁但如今袁
大批年轻人争着干起野闲人马大
嫂冶的活遥 前不久袁浙江杭州萧山
区举行的社工考试报名中袁共计
吸引超 7100位考生报名遥
在此之前袁 有网友在社交平

台发布的一则帖子引发大家对社

工的关注袁根据其发布的消息袁西
兴街道某岗位的报名共有 1950
人通过资格初审袁 结合最终录取
人数袁 其招考比甚至超过部分国
考尧省考比例袁如此激烈的争夺袁
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遥

为什么曾经鲜少有人问津

的野社工岗冶变得如此野炙手可
热冶钥 高学历人才尧企业白领尧野95
后冶野00后冶争当野闲人马大嫂冶会
带来哪些新气象钥

野00后冶流入基层一线
专业年轻人给社工队伍带来新气象

萧山区蜀山街道的朝闻社

区有 11名社区工作者，平均年
龄约 30岁，超半数为“90后”。去
年，“00后”陈哲丁放弃考研，选
择来到这里成为一名“社区工作

者”，“当时的招考比差不多在 1:
40，前后准备了半个多月，最后
非常幸运地考上了。”

上门宣传反诈知识、协调处理

居民投诉、日常检查消防器械……

这是陈哲丁忙碌的一天，除此以

外，美院毕业的他还接管了社区

“宣传员”一职，并运用专业所学让

各项文体工作变得有声有色。

同为年轻人的 90 后社区书
记方柳熠更能理解青年人的需求

和心理，在她的身边，多学科人才

优势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建筑专

业出身的社工看得懂空间设计的

图纸、会计出身的社工完善了财

务工作流程，大家都在社区治理

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和陈哲丁一样，在杭州，越

来越多的“Z 世代（1995 年至
2009年出生的个体）”正义无反
顾地涌入社工岗位。

“年轻化、高学历化、职业多

元化正在成为社区工作者的一

种趋势。”萧山区社工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根据最新统计的数

据，在今年刚结束的社工考试报

名中，其中超 9 成考生年龄低于
35岁，约 600人拥有硕士学历。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副所长陆文荣认为，年轻

人选择报考社工岗位是一个值

得肯定和鼓励的选择，“社区工

作同样需要创新，专业的年轻人

愿意加入基层一线，他们的学习

能力、专业技能一定能够给社区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为什么年轻人都选择扎堆入职
社工岗

有人求野稳冶有人要在这实现自我价值

社工岗位成为年轻人争相

追逐的目标并非偶然现象，社交

媒体上，搜索社区工作者，讨论

的笔记达上万条，博主分享“社

区工作者备考资料”“社区工作

者必备考点”的帖子后面，往往

都能吸引不少人的跟帖回复。

来自杭州市委社会工作部

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市

社工人数约为 1.82万人，平均年
龄仅为 36.75岁。

为什么年轻人都来争当“闲

人马大嫂”？

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省时

快捷的通勤时间还有日益完善

的薪酬制度成大部分年轻人报

考这一工作的重要原因。

在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之

前，阮雪是国企某期货公司的部

门经理，相较于以往的工作，职业

的转变让阮雪的年收入有所下

降，对于这个选择，很多人并不理

解，但她却觉得自己获得了“新

生”。在阮雪看来，成为一名社区

工作者，让她原本严重失衡的生

活天秤逐渐回归到正常的水平

线，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但除此之外，一线工作的复

杂性、挑战性，也让大批“冒险家”

在这里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

“社区是基层利益诉求、矛

盾纠纷的集聚点，社区工作者直

面大量繁杂的基层治理问题，需

要大家既有春风化雨的能力又

有磐石不移的意志，并不容易。

但只要坚持下来，不出几年一定

能从中有所收获。”陆文荣表示。

今年是顾敏进入东信社区

的第四年，前不久，她跟进协调

的一起“邻里噪音案”迎来新进

展，楼上楼下长达 1 年多的分贝
拉锯战最终以握手言和告终。

在社区这座“大熔炉”里，几

年的历练，这位曾经腼腆的姑

娘，淬出了真本领，“就像是游戏

闯关，一路打怪升级，我现在已

经进化成 2.0版本了。虽然社区
工作既繁又烦，却是一份值得做

下去的工作。”

晋升通道尧薪酬体制野双管齐下冶
年轻人吃下野定心丸冶

恰如顾敏所言，社区工作千

头万绪，既是“情绪消防员”，又要

兼任“资源魔术师”有时还得充当

老人家的“专属翻译机”，对于新

入行的“小白”来说，难免要吃不

少苦头，甚至打起“退堂鼓”。

如何让怀揣着理想的年轻

人不在现实的挣扎中离开，关键

是让他们更有奔头。

2024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

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印发，成为第一

个专门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

设的中央文件。

对此，杭州市积极响应、跟

进落实，也让年轻人吃下一颗

“定心丸”。

伴随全市社区工作者职业

化进程加快，相关待遇体系、发

展通道等更加规范，多地对社区

工作者薪酬体系进行优化，一线

社区工作者身份流动壁垒逐步

被打破，有了更多晋升机会。

比如，2019年 9月，萧山区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专职社区

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提出建立以“三岗十八级”为基

础的薪酬体系。“绩效工资由各

镇街结合绩效考核自主分配，做

到奖勤罚懒、优绩优酬，具体收

入还会随着社工的工作年限逐

步上升。”萧山区社工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一些社工组织和

个人也开始注重社工岗位的宣

传和推广，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和

宣传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社工

岗位的重要性和意义。尤其是新

冠疫情后，很多市民重新认识并

了解了身边的这支“无名队伍”。

和刚进入社工工作时相比，

方柳熠还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充

电”学习有的放矢，效率极高，“现

在的培训针对性、操作性强，内容

涵盖社区治理、法律应用、心理疏

导、沟通技巧等多方面，我们也尝

试将学习到的技巧用在了实际社

区治理中，成功让关于‘养宠’方

面的投诉率下降。”

杭州晋级野超大城市冶催生新机
未来发展之路道阻且长

根据国务院对城市规模的

划分，去年杭州市“两会”上，杭

州官宣实现从特大城市到超大

城市的大跨越，成为中国第十

座，也是浙江第一座超大城市。

换句话说，杭州的“城区总人口”

突破千万。

人口的突飞猛涨，也催生了

社区的不断增长，社区工作越来

越“吃香”，在一位业内人士看

来，再正常不过，一方面除了受

就业形势影响外，社区工作也正

面临转型，需要高学历、拥有本

地资源的人才加入。

法国有部电影，叫《孤儿》。

虽然没有大起大落的剧情，但导

演用镜头语言向观众展现出一

支专业性极强的社工队伍，他们

善于观察、分析、评估，精于业务

而且深谙与业主沟通、谈话的技

巧。回到现实，影片中的社工岗

位，对应的是社会福利中心的社

工岗位。这一专业化模式会是社

区工作者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在陆文荣看来，国内社区工

作者的专业性，在于基层治理，

老龄化社区、年轻化公寓、国际

化社区、回迁安置和商品房社区

等多元类型为社区工作带来挑

战，同时也是社工发挥专业功能

的重要窗口期。更需要年轻人

“俯下身子”去探索发掘适合社

区本土的治理模式。如今，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关注社区工作岗

位，本身是一个积极信号，大量

有想法、有活力的年轻人下沉一

线可以打破社区治理的固有工

作模式。

“打造新型治理模式，只靠

政府支持是远远不够的，社区的

自我造血能力尤为重要。社区治

理和服务要创新要改变，需要随

着居民对社区服务需求的不断

提升，提高专业性，就是把辖区

内的资源最大程度利用好，创造

更多社会领域就业岗位。社会领

域投资和创新也是一种新的生

产要素，对年轻人来说，既是机

遇也更有挑战性。”

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

发展”，陆文荣建议，可以通过“场

地换服务”“公益反哺”等机制，盘

活社区空间和资源，以此招引社

会资本或组织投入。“这是一项复

杂的持久战，需要多个主体形成

合力。”他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

接下来社区工作者与社会组织、

志愿者之间的协作也将更加紧

密，各方力量也应探索做好服务

需求的摸底与评估，在社区治理

全领域拓展推进新模式。

渊据叶每日商报曳冤

野00后冶争当野闲人马大嫂冶
曾经鲜少有人问津的野社工岗冶为何如此野炙手可热冶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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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

里区经纬东段社区的三户迫切需

求健康帮扶的独居老人，进行了

一次健康筛查。医务人员根据结

果，为每位老人量身定制涵盖饮

食、运动、用药的个性化健康方

案，通过健康干预化解老人们潜

在健康风险。

记者了解到，目前，经纬东段

社区按照哈尔滨市委社会工作部

部署要求，正积极开展“专业社工+
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工作。社

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辖区老龄化问

题日益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占
社区总人口约 45.8%，老年人群体
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情感、

健康保健等需求不断增长。

为此，社区通过“专业社工+志
愿服务”模式，深入挖掘辖区专业

社工资源，统筹调动社区内外资源

力量，举全街之力凝聚 19名专业
社工以及上百名辖区志愿者力量，

组建了一支专业社工志愿服务队，

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服

务，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养老志愿

服务品牌，推动志愿服务在助力基

层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其间，专

业社工及志愿者通过老年心理学、

沟通技巧、急救护理等专业培训，

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前不久，这支服务队梳理出

独居老人面临的慢性病困扰、就

医不便等问题，并主动对接医疗

机构，获得其专业支持；同时，通

过“微心愿征集”活动，选出三户

健康帮扶需求最迫切的独居老人

家庭，为精准化志愿服务打好基

础，保障资源高效利用。

专业社工志愿服务队员们发

挥统筹协调能力，与医务人员携

手将“临时健康服务站”设到老人

家中。他们发挥双重角色优势，一

方面，运用专业沟通技巧进行贴

心陪护、暖心交流，有效疏解老人

紧张情绪，建立信任关系；另一方

面，协助医务人员进行血压、血糖

测量及内科检查等专业筛查。

医务人员根据检查结果，结

合老人实际情况，为每位老人量

身定制涵盖饮食、运动、用药的个

性化健康方案。通过专业引领下

的志愿服务，三户老人足不出户

完成健康评估，潜在风险得以及

时预警并干预。

下一步，这支专业社工志愿

服务队将持续发挥专业优势，丰

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范围，链接

专业资源，让独居老人在社区大

家庭中收获健康与温暖。

渊据叶哈尔滨日报曳冤

黑龙江哈尔滨院野专业社工垣志愿服务冶深度融合 精准守护独居老人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