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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间接服务方法的
作 用 和 影 响 并 不 亚 于 直 接 服
务 ，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也是
如此 。 就实践经验来看 ，其间
接 服 务 方 法 主 要 包 括 社 会 工
作 研 究 、政 策 倡 导 、社 会 工 作
培 训 和 督 导 及 社 会 工 作 行 政
等 。

一 、社 会 工 作 研 究 ：构 建
农 民 工 社 会 工 作 服 务 与 理 论
的共同体 。 社会工作研究是基
于 社 会 工 作 服 务 实 践 推 进 和
完成的 ，其核心任务在于从大
量 社 会 工 作 实 践 中 总 结 提 炼
具 有 可 鉴 价 值 和 可 推 广 性 的
基本经验 ，实现专业服务与理
论构建的有效连接 ，并贡献于
我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 。 近年
来 ，不少研究学者投身农民工
社 会 工 作 服 务 实 践 并 由 此 产
出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比
如 协 作 者 依 据 专 业 实 践 形 成
了 机 构 品 牌 的 文 库 以 及 以 工
友 之 家 、云 南 连 心 、北 京 近 邻
等 机 构 实 践 为 基 础 的 研 究 成
果等 。

农 民 工 社 会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其研
究更具价值 ，其作用也直接影
响到两个方面 ：一是以农民工
社 会 工 作 的 实 践 经 验 找 寻 本
土社会工作的基本经验 ，二是
深 入 调 查 研 究 农 民 工 面 临 的
诸多问题和实际需求 ，为积极
倡 导 政 府 、企 业 、社 会 组 织 及
公 众 关 注 农 民 工 发 展 奠 定 基
础 。

二 、政 策 倡 导 ：推 动 农 民
工政策制度的逐步完善 。 社会
工 作 在 推 动 农 民 工 相 关 政 策
的 制 订 和 实 施 中 应 该 有 所 作
为 ，而不仅仅局限在政策宣传
方面 。 在这一行动中 ，社会工
作 者 便 是 一 个 政 策 倡 导 者 或
影响者 ，即通过某种工作方式
发 现 导 致 农 民 工 社 会 问 题 或
困境的政策性因素 ，并通过自
身 的 努 力 将 调 查 研 究 和 行 动
研 究 的 结 果 和 工 作 经 验 反 馈
给相关政府部门 ，进而促使其
合 理 决 策 并 调 整 或 改 变 不 合
理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 。

现 代 社 会 工 作 的 基 本 特
征 之 一 就 是 社 会 工 作 者 与 受
助 者 之 间 客 观 上 存 在 着 一 种
“制度性 ”的相互依赖 ，即双方
都得依赖制度才能解决问题 。
这 就 需 要 社 会 工 作 者 把 对 农

民工的公共政策服务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来开展 ， 搭建制度反
馈的渠道并作为服务对象的利
益代言人积极开展农民工相关
政策的倡导工作 。

三 、社会工作培训与督导 ：
提升相关工作者的服务理念与
能力 。 一线社会工作者的价值
理念和服务能力是保证农民工
服务专业性和有效性的核心保
障 。 社会工作培训与督导既有
助于一线社会工作者的能力提
升和职业发展 ， 也有助于更好
地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 。 农
民工社会工作服务相比于其他
服务领域更有挑战性 ， 更需要
基于社会工作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上的创新 。

以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为
例 ，在机构的组织和安排下 ，邀
请社会工作教师和实务工作者
不定期为一线社会工作者针对
农民工服务项目中遇到的问题
和困扰提供专题培训 ， 由机构
社会工作督导为他们开展督导
服务 ， 并根据实际需要组织一
线社会工作者到有农民工社会
工作服务经验的其他机构进行
参访学习 。 这些能力建设和督
导服务都将在社会工作者服务
农民工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

四 、社会工作行政 ：以有效
管 理 促 进 农 民 工 服 务 的 有 效
性 。 社会工作行政是社会工作
服务方法中发展较晚的方法之
一 ，但影响较大 ，是社会工作间
接方法的重要组成 。 本文社会
工作行政整体上侧重通过社会
工作机构的组织管理间接提升
服务成效并争取最大化地满足
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 ， 主要包
括 社 会工 作 者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
项目运作与管理 、 资源协调及
服务成效评估等 。

社会工作行政的方法质量
在一定程度上将直接影响服务
进程和服务质量 ， 作为农民工
社会工作服务的主体 ， 以项目
化方式运作的民办社会工作机
构更是如此 。 很多农民工服务
项目存在一些阻力 ， 还需要进
一步的提升 ， 比如具有农民工
服务经验的一线社会工作者较
少等 。 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
影 响 着 农 民 工 服 务 的 整 体 效
果 ， 需要通过一系列组织内外
部的团队能力建设逐步加以调
整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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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动物冷酷的人， 对人也
一样毫无情义。

据媒体报道， 网友在福州
动物园观看猛兽表演时， 拍下
了 36 秒的驯兽师体罚狗熊的
行为 。 现场观众都不满意了 ，
“因为狗熊表演失败就打它，好
几次了。 台下观众都在喊不要
打，但驯兽师不理我们，继续打
狗熊。 ”目前，福州动物园已叫
停猛兽表演。

如果放在多年前， 这样的
场景大约见怪不怪。 动物表演
中，动物表演不到位，驯兽师常
常通过体罚的方式， 建立条件
反射， 让动物对错误的表演建
立记忆， 去做驯兽师认为观众
喜欢的动作。 精彩动物表演的
背后，是大量虐待动物的行为。

如今， 观众不再对虐待动
物买单， 当一个鲜活的生命遇
到野蛮暴力的时候， 人们内心
深处的柔软被触动。 人们不再
是忽略暴力， 片面欣赏动物带
来的娱乐， 也关注这个娱乐的
过程是否令人赏心悦目。如今，

这些观众的行动说明， 人们对
暴力的容忍度正在降低。

在社会学家的研究中 ，人
与动物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课
题。 长期以来，动物只是被人类
开发和利用的资源。 而与之对
应，那个时代，也是人类社会的
丛林时代，人类社会只对资源的
占有感兴趣。 在一群人的眼中，
其他人群也只不过是原材料和
劳动力，一种可以开发和利用的
资源，是可以通过暴力来占有的
资源。 在欧洲的动物园里，罕见
的动物和新大陆的人类，是被放
在一起展览的。 最终，人类膨胀
的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张
力达到极限， 带来了两次世界
大战，也带来了深远的灾难。

随着人类对野蛮的反思 ，
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人与人之
间开始提倡包容与共赢。 与之
而来的， 也是动物保护主义的
发展。人们开始反思人与自然、
生命体之间的关联。 文明战胜
了野蛮，柔软代替了冷酷，不同
的生命同等宝贵， 随着人与自

然关系变为共生共存互相尊
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提
倡平等独立。 我国的动物保护
行动， 从滇金丝猴、 藏羚羊开
始，到爱猫爱狗，长期面对的是
大面积的不理解。 不理解的背
后， 隐藏的是社会中人与人之
间的紧张。

对动物保护的不理解 ，并
不是国内的特例。 在国外，动物
园从将动物圈在违反天性的铁
笼内，到变成营造天然的关系，
再到变回纯自然， 让人类躲在
铁笼内欣赏， 就是人与动物关
系变迁的反映。

1991 年开始， 美国佛罗里
达奥兰多海洋公园最著名的动
物表演者虎鲸 Tilikum 连续杀
死三人， 引起了动物学家的注
意， 为何虎鲸对人类产生了攻
击性。 深入调查的结果令人震
惊：不只是人对动物的虐待，引
发了虎鲸的攻击性 ， 更因为
Tilikum 是一棵摇钱树，海洋馆
为了利益隐瞒真相， 继续进行
虎鲸表演， 从而让更多的驯兽
师陷入危险， 导致后面两起命
案。 对动物冷酷的人，对人也一
样毫无情义。

如今， 观众主动反对公开
虐待狗熊的行为， 动物园接受
观众的建议停止猛兽表演 ，看
起来是个很小的事件， 却象征
着更多人已自发地开始爱护生
命， 尊重生命。 这样自发的行
动， 是全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
标志。 一个更温情的社会，在默
默地成长。

虐待表演狗熊，观众不答应

1942 年，毛主席在延安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讲过， 艺术
是为人民服务的， 所以说艺术
的人民性，是公认的。其实艺术
也是公益性的。

近日正热播的电视剧 《白
鹿原 》，其小说 、编剧 、场景 、寓
意的底子都非常好。 剧中的每
个角色，他们描述了历史，体现
了思想，警示了未来。角色是千
变万化的， 但刻画一个事实中
的真实角色而让人们有收获 ，
那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说， 剧中角色鹿子霖
由演员何冰所饰演， 他所创造
的优点有二： 一是准确刻画了
那个时代的一个角色， 而这个
角色给人们带来的启发又是久

远的； 二是一个演员表达出的
艺术之感， 并不简单是角色的
一般需要， 而是这个社会的需
要。 当人们喜欢这个角色，是喜
欢他对这个角色的刻画， 刻画
到时代文化里， 刻画到自己的
心里。

我们喜欢一个艺术家，是由
于他负责任地演出了他需要演
出的角色。人们往往忽略了影视
剧的公益性、 演员的公益性，至
少显得十分短缺。当一个艺术家
不以对社会负责任的精神去演
戏，那是庸俗的，那也是没有公
益之心的。我支持演员对公益的
支持， 支持文艺对公益的支持。
人民的艺术家，就应该为人民演
戏、演好戏，表面上是艺术，实际

上是为人民，此为公益。
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文艺工

作座谈会，满满正能量。 在文艺
界来讲， 就是宣传我们的主流
价值观。 而主流价值观涉及一
个问题， 就是它要演员把真实
的角色艺术地献给人民。 当真
实的角色给了社会， 这个社会
才能通过角色判断主流价值 。
它的对与错、 真与假、 行与不
行、存与不存，都会对社会产生
直接的影响， 都会冲击灵魂的
判断， 都会形成一种社会的价
值倾向。 所以每一个演员的角
色，都要负责任地演好，这才是
真正艺术家的良心。

所谓艺术家，献给人民的，
是不污人的眼、人的心、人的意
志，给人以促动或者是震撼。 每
个剧中的角色， 都是你对社会
的奉献， 奉献的价值高低都是
一种公益。 与其留给社会以糟
粕，不如给予社会以精华。

所谓文化与公益的关系 ，
这是人们经常忽略的。 公益并
没有什么领域之说， 但作为一
个文化工作者，本在公益之中。
当一个文化工作者已经没有了
文化责任、 社会责任、 公益责
任， 那将是一个文化工作者的
悲哀，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演员的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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