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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
《“十四五”时期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实施方案》

近日，民政部、国家乡村振
兴局联合印发《“十四五”时期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通
知，明确“十四五”时期继续实施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
（以下简称“牵手计划”），要求至
2025 年，以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为主，从社会工作先
发地区遴选一批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一对一牵手帮扶受援地区，
力争实现受援地区县域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全覆盖。 培
育一批政治可靠、 成效突出、管
理规范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
养一批扎根乡村、能力突出的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协助受援地区
建立完善社会工作服务制度，提
高社会工作服务水平，搭建社会
工作服务东西部协作、城乡融合
平台，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中发挥更大作用。

“牵手计划”的实施是结合
各地乡村振兴和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实际需要，确
定一批受援机构，建立援派机构
和受援机构一对一结对帮扶关
系，实现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牵手计划”全覆盖。 鼓励结合
援藏、援疆工作实际，选派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对口帮扶西藏自
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 鼓励延续往年

“牵手计划”实施任务，拓展受益
范围，创新实施方式，结合各地
乡村振兴和乡镇（街道）社会工
作服务站建设实际需要，多方筹
集财政资金、彩票公益金和社会
资金等，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帮扶方式分为跨省帮扶和
省内帮扶两类。 跨省帮扶由社会
工作先发地区省级民政部门与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所在
省级民政部门协作实施。 省内帮
扶由省级民政部门在本省（区、
市）内组织实施。 有关省级民政

部门根据任务表择优遴选援派
机构和受援机构。 援派机构和受
援机构应是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儿童福利机构、 老年人福利机
构、救助保护机构、特困人员供
养服务机构、 优抚安置服务机
构、 残疾人福利与服务机构、青
少年服务机构、妇女儿童援助机
构等法人单位。 遴选援派机构应
综合考察政治立场坚定、管理规
范、服务专业、群众认可等条件，
遴选受援机构应综合考虑受援
地区社会工作服务需求、工作基
础等条件。

在帮扶任务方面，要求援派
机构要支持受援地区建立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 援派机
构重点支持受援地区建设一批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
立完善管理制度， 优化服务清
单， 重点做好社会救助对象、老
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社区融入和社会
参与工作， 打造一批群众认可、
特色鲜明、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
社会工作服务品牌项目。

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 公益创投、设
立基金、项目合作、专业扶持等
方式，孵化培育一批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帮扶受援机构提升内部
治理、专业服务、资源整合和组
织发展能力。

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引
导、鼓励受援机构相关人员接受
社会工作专业培训，参加全国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援派机
构定期选派资深社会工作者到
受援机构开展培训、督导和项目
指导等，提升本地社会工作者专
业水平。

建立社会工作发展制度。 进
一步畅通和规范社会工作助力
乡村振兴的途径与方式，探索建
立健全农村地区社会工作发展
制度，逐步提升农村地区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水平，充实壮大农村

地区基层民政工作力量，探索形
成符合农村地区特点的社会工
作发展模式。

具体工作步骤如下。
制定实施方案。 各有关省级

民政、乡村振兴部门要按照任务
表，确定援派机构与受援机构名
单， 明确一对一结对帮扶关系，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2022 年 1 月
25 日前经援派省份和受援省份
省级民政、 乡村振兴部门审核
后，将具体实施方案分别报民政
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
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帮扶司。

落实帮扶任务。 各有关省
级民政、 乡村振兴部门要指导
援派机构与受援机构共同落实
方案规定的各项帮扶任务，加
强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的倾斜支持力度。 每个工作年
度援派机构应选派至少 2 名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开展帮扶，派
出人员应取得全国社会工作师
职业水平证书， 且直接从事社
会工作服务 2 年以上； 受援机
构应选派至少 3 名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接受帮扶。 每个工作年
度援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
计划时间累计不少于 40 个工
作日， 接受帮扶的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参与计划时间累计不少
于 120 个工作日。

开展总结评估。 各有关省级
民政、乡村振兴部门要定期跟踪
掌握“牵手计划”实施情况，总结
好的经验做法，研究解决实施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年度帮扶任
务结束时，及时对“牵手计划”进
行总结与评估，形成书面情况分
别报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
会工作司、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
帮扶司。

《方案》也提出了相应保障
措施。

加强经费保障。 民政部采取
补助方式， 按照跨省帮扶 3 万
元/家和省内帮扶 2 万元/家的标
准， 每年向援派机构补助资金。
各省级民政部门按照本省（区、
市）派出的援派机构每年不低于
3 万元/家的标准，为计划实施提
供资金保障。 受援地县级民政部
门要为“牵手计划”实施提供必
要的工作条件，帮助解决相关人
员食宿等基本生活问题。 鼓励援
派机构和受援机构通过申报财
政资金和福彩公益金、开展慈善
募捐等方式，自主筹措资金。

完善激励机制。 民政部、国
家乡村振兴局对参与“牵手计
划”实施且成效评估较好的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在参加全国社会
工作服务示范单位创建、乡村振
兴评优评先中优先推荐，并作为
该机构申报国家级相关社会工
作服务项目的重要参考指标。 各
省级民政部门、乡村振兴部门要
对在“牵手计划”中表现突出的
单位和个人按照地方有关规定
给予表彰奖励和政策支持。

做好宣传引导。 以民政部网
站、国家乡村振兴局网站、中华
社会工作网、中国社会报、中国
社会工作杂志、中国乡村振兴杂
志等媒体为重点，组织各级各类
新闻媒体对“牵手计划”的实施
效果、社会影响及实施过程中涌
现出的先进事迹、 优秀人物、典
型经验与好的做法进行广泛宣
传，选树“牵手计划”优秀典型，
提高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与支
持，促进社会工作均衡、高质量
发展。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责任。
要压紧压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责任，指导援派机构和受援机构
严格落实当地疫情防控有关要
求，持续做好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和个人疫情防控工作。

国家能源局、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
振兴局日前印发《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到 2025 年，建成一批农村能源
绿色低碳试点，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
地热能等占农村能源的比重持续提升；新
能源产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补充和农
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意见》从巩固拓展脱贫帮扶成果、
培育壮大农村绿色能源产业、 加快形成
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提出多项
举措。《意见》提出，推动千村万户电力自
发自用。 支持具备资源条件的地区，特别
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县域为单元，

利用农户闲置土地和农房屋顶， 建设分
布式风电和光伏发电，配置一定比
例储能，自发自用，就地消
纳，余电上网，农户获
取稳定的租金或
电费收益。

《意见》提
出， 支持各类市场
主体依法平等进入农
村能源建设领域。 有序向
社会资本开放配售电业务，积
极培育配售电、储能、综合能源服务
等新兴市场主体。

（据 《人民日报》）

三部门印发意见
到 2025年建成一批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试点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任务分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