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苏石伟

动力源自内心情怀

1994 年出生的山东男孩甄
建雷，2017 年毕业于北京农学院
社会工作系， 现任北京市通州区
心港残障社会服务中心的主任，
也是该机构创始人之一。 他说自
己出生在山东临沂一个普通农民
家庭，经济条件不算好，从小贫苦
的生活经历给自己内心留下了很
深的印痕，因此相对其他工作，他
对“服务于人”的事情更感兴趣。
他说：“做社工工作可以让自己去
感受、理解他人，并且与大家产生
情感上的连结， 给需要帮助的人
带来精神与物质上的慰藉， 我觉
得这是门很深的学问。 ”

甄建雷在上大学前并没有
接触过社会工作，是被调剂到社
工专业的，但他一直为此感到庆
幸。 大学四年里，甄建雷专业课
成绩一直很突出，也曾多次作为
交换生和实习生接触到更大的
平台。

2017 年毕业前夕，甄建雷叫
上两名同学一起，开始在老师的
帮助下筹备属于自己的社工机
构。 毕业几个月后，他们正式成
立了北京市通州区心港残障社
会服务中心。“因为相比到其他
机构打工，我觉得自主创业更能
准确地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
机构的服务领域包括残障社会
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社区社
会工作三部分，目标与愿景分别
是打破社会障碍人士与社会环
境的壁垒， 实现人与社会的融
合，以及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优质
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甄建雷
说道。

与甄建雷想法类似的还有
“准 90 后”北京女孩王新童，1989
年出生的她是北京市密云区惠
泽华龄社会工作事务所的创始
人。 王新童出生在京郊山区一个
农村家庭，从小身边就有很多农
村留守老人，小学时身为少先队

大队委的她，每周都要带同学们
一起到这些老人家里做志愿者。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对老夫
妇， 由于儿女常年不在身边，家
里环境极差，王新童总带着同学
们一起帮他们打扫屋子、拔院里
杂草、陪老两口聊天等，这样的
习惯一直持续到二老过世。 从那
时起她就想到，如果拥有更专业
的服务能力，是否能带给这些老
人更好的帮助呢？

王新童说，由于家里大部分
亲戚都是农村的，所以自己非常
了解农村老人的生活状态：年纪
大了种不了地时就没了经济来
源，全指望子女。 如果子女收入
不高， 老年人就只能靠积蓄度
日，省吃俭用。 每当她想到一个
辛苦大半生的长辈不应该有这
样的遭遇，心里就会有强烈的冲
动去改变这种状况。 于是大学阶
段她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毕业
后创办了自己的服务机构。

当然，除了这些“科班出身”
的年轻人，心怀“社工情怀”的青
年创业者中也不乏从其他领域
“跨界”或“兼营”的人士。 例如来
自吉林的小伙李文学，本科学习
金融专业的他毕业后先是到海

外留学，归国后自主创业成立了
电商公司，以运营电商孵化和服
务平台为主业。 三年前他开始涉
足社工领域，同时运营起一家社
工机构。

李文学告诉记者，申办社工
机构，承接社工项目是他很早前
就想好要做的事。 创业的前几年
里除了管理公司外，自己一直都
在坚持学习社工知识、 了解行
情、积累资源等。 李文学说，在他
看来，一名合格的企业家不仅要
会挣钱， 还要有社会责任感，懂
得回馈。 多运营一个社工机构并
不会让自己有太多负担，却可以
实现更多的社会价值。 而且从另
一个角度讲，社工服务也是未来
社会的主流趋势。

1991 年出生的李文学，自幼
就和经商的母亲一起走南闯北，
母亲在年纪大了以后回到老家
做起了养老产业，这也给了他不
少启发。 三年前在电商公司走上
正轨后，他决心要为家乡地区填
补上社会工作领域的空白，向老
家当地的政府部门提出意愿，经
过数月努力，终于成立了吉林省
柳河县的首家社工机构———柳
河县鸿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

要关注农村留守劳动力和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等人群。

新思维造就新成就

《公益时报》记者通过采访
获悉，这些年轻的创业者们参与
社工事业也不仅是凭着一腔热
情，他们将很多年轻人的创新思
维都用到了工作当中，并带来了
不错效果。

例如甄建雷，近几年针对通
州区听障人士心理建设方面所
开展的线下项目，就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 甄建雷说，虽然从市区
和乡镇都有残联，但他们更多是
执行政策，办理残疾证、下发通
知、进行无障碍改造等。 他认为，
很多残疾人士面临的问题是心
理层面上的，该领域的支持急需
重视起来，而他选择的方式就是
通过文化活动来带动他们。

“看似是文化活动，其实是
心理上的帮扶，带给他们自信。 ”
甄建雷说，有些听障人士因为自
卑不愿走出门与外界接触，尤其
农村地区，城市的听障人士大都
有自己的工作和社交圈，能保持
基本正常的生活状态，而农村的

听障人士很多除了自己父母外
没有任何交际，甚至连手语都不
会。 为解决这一问题，甄建雷带
领团队来到各个乡镇，与管理部
门对接，将当地的听障人士组织
起来，分成小组开展线下文化活
动。

一般先教他们一些简单的
手语，鼓励他们表达心声，介绍
自己想法和爱好等。 等到“破冰”
之后，再让他们通过联谊游戏来
建立信任， 产生更多的感情沟
通。 甄建雷说，一开始很多听障
人士还要家人陪同才敢来，后来
开始愿意自己来了，活动的内容
也变得愈加丰富， 包括文娱晚
会、才艺比拼、政策科普等。 团队
里也有了自己的“骨干”，听障人
士们开始自己想创意，参与到组
织过程中。

王新童开发的“邻里互助式
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更是得到
了当地民政系统和村民们的认
可。 王新童说，自己发现很多农
村老年人受传统观念束缚，认为
入住养老院意味着子女不孝，不
愿意接受，但子女又为了生计长
期在外打工无法照他们。 于是她
通过挖掘培育社区中低龄老年
人、妇女等成为志愿者，搭建了
邻里互助平台，服务本社区中高
龄、空巢、失独老年人，满足老年
人精神慰藉、家务助理、慢病管
理三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王新
童说，这种邻里互助式居家养老
的突出优势有两点：一是接受服
务的老年人不需要离开家到陌
生的环境中去养老；二是邻居作
为老年人所熟悉的面孔能降低
老年人的戒备心理。

2016 年，王新童所在的北京
市密云区惠泽华龄社会工作事
务所还成为全市精准救助试点
机构，开始尝试为低保低收入人
员增能增收; 同时组织流动人口
走进空巢老年人家中服务，拓宽
了志愿者服务队伍，获得了福彩
公益金和北京志愿者联合会的
项目支持。 2018 年，开始给老年
人建立医疗档案;建立养老驿站，
日间照料、送餐服务、剪发服务、
家电维修、代买代缴，让更多老
年人享受社区照料服务; 走进农
村为 1000 余名农村的老年人建
立台账，提供邻里互助服务。

经过 6年努力， 王新童和自
己的团队承接了政府购买项目
20余个，提供优质服务上万人次，
为 20余名青年解决了就业。他们
的“三社联动”服务项目被北京市
民政局评为 2017 年度“三社联
动”服务示范项目，2018年底北京
市密云区惠泽华龄社会工作事务
所被评为 5A 级社会组织，2020
年度王新童本人还被授予北京市
三八红旗奖章等荣誉。

甄建雷、王新童、李文学这
些年轻的社会工作创业者，为社
会工作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活力。
他们表示，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志
同道合的同龄者加入，共同肩负
起推动社工事业发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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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青年社工机构创业者的公益情怀

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的迅速发展，社工机构运营者的年龄结构也变得丰富起来，90 后的社工创业者陆续涌现出来，他们在多数
同龄人选择积累财富的年纪里，投身社工事业。

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们又为社工行业带来了什么？ 《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的其中几位代表，了解到了他们心中的
“社工情结”。

王新童(右三)带领志愿者们一起登门为老人服务 甄建雷团队组织听障人士开展小组活动

北京市密云区惠泽华龄社会工作事务所主要从事农村养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