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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召开全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联席会议

据介绍，北京自建立全市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联席会议

机制以来，市级 18个成员单位、
各区在推动各领域专业社会工

作参与基层民生服务和社会治

理的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

大进展。目前，社会工作已拓展

到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区建

设、妇女儿童、残障复康、医疗卫

生、司法矫正等 20多个领域；全
市社工专业人才总数已达 7.96
万人，社工服务机构达 960家。

会议指出，近年来北京市在

加强工作统筹、完善制度政策、

突出培养使用、营造良好环境等

方面推动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发

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北京着力推动民政、医务、

农村、禁毒、司法、群团组织等领

域的社会工作发展。北京市委社

会工委市民政局完成首都“十四

五”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专题调研报告，开展农村社会工

作人才培养课题调研，制定北京

农村“乡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发展计划实施方案，推动社会工

作助力乡村振兴。

其次，印发《首都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行动计划

（2023 年-2025 年）》《北京市基
层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指导

细则》《关于统筹社会建设和民

政领域基层服务站点的工作方

案》和《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预算管理实施细则》等文件，为

社会工作人才专业化、职业化发

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推动基层社会工作服务

体系建设方面，北京依托三级社

会工作服务体系，统筹推动社会

建设和民政领域基层服务站点

聚合、资金整合、服务融合，提升

基层服务能力。截至今年 5 月
底，全市建成区级社会工作指导

中心 16个，实现区级中心全覆
盖；建立街道（乡镇）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225个，设置社区（村）社
会工作服务站 835个，形成了网

络化基层社会工作服务阵地，在

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关爱

保护等领域，为社区居民提供社

会工作专业服务。各级社工服务

平台累计完成专业服务案例

6175个，服务 22.8万人。
会议要求，深化全市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建设联席会议机制，

从聚焦首都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建设需要、聚焦服务保障

民生、聚焦畅通服务基层群众“最

后一米”的角度，解决好目前社工

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地区发展不均

衡、队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体

现特色、形成合力，将社工人才

队伍建设内容纳入本部门、本单

位人才发展规划，按照《首都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行动

计划（2023 年-2025 年）》要求，

抓好行动计划分解方案的落实，

深入探索创新符合首都特点的

社工人才培养模式，打造优秀社

会工作品牌，提升全市社工人才

队伍建设整体效能。市联席会议

要进一步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通

过整合部门资源、共享工作资

源、深化工作交流和经验共享等

方式，带领成员单位在重点任务

推进、难题破解上集智攻关。

浙江报考人数连续六年居全国第一 社工虽热仍需更多认可

一纸社工证为何变热

提到社工，不少人却感觉熟

悉又陌生。他们是社区工作者吗，

还是免费提供服务的志愿者？

“都不是！社工的全称是社

会工作者，与医生、警察、教师一

样，是一个具有专业背景的职

业。”说起自己的职业，85后姑娘
张露娜眼里闪着光。她说，社工

是一种专业助人的职业，帮助有

需要的人走出困境，让他们重拾

信心，笑对生活。

张露娜从事社工职业 14

年，2013年在台州玉环市楚门镇
创办了全省首个驻扎在乡镇的

社工机构———玉环市楚门天宜

社会工作服务社。“社工的专业

领域，会根据服务对象进行细

分。”据张露娜介绍，近年来，浙

江省社会工作发展迅速，社工服

务广泛渗透在婚姻家庭、残障康

复、教育辅导、犯罪预防、矫治帮

教等领域，具体可分为儿童社

工、妇女社工、医务社工、司法矫

正社工等。

从 2008年起，我国开始举行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分为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

师和高级社会工作师三个级别。

近年来，报考社会工作者职业资

格证的人数逐年大幅递增。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
国报考总人数约为 89 万，比
2021年增加了 6.1万。

社工考试为什么这几年越

来越火？

首先是需求在推动。随着社

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提升，社

区、养老、医疗、禁毒、司法、教育

等各领域对社工人才的需求在

持续上升。

“现在国家高度重视基层

社会治理和服务，其中社会工

作者的服务能量不可忽视。”浙

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史量才

新闻与传播学院社会工作系金

碧华教授表示，基层社会治理

现代化，需要更多专业化、职业

化、规范化的社会工作者，而这

张资格证将成为社会工作从业

者必不可少的身份证明和职业

“通行证”。

其次，在浙江省某些地区的

社区工作者招聘公告中，记者也

观察到，“具备社会工作者资格”

逐渐成为优先录用的条件之一，

或是“持有社工证书的考生，笔

试、面试会有相应的额外加分”，

这也使得报考人数不断增多。

此外，浙江省多地出台奖励

政策。如宁波按初级 1500 元/
人、中级 3000 元/人、高级 5000
元/人标准一次性发放；台州对
新考取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

作师的，给予 1000元、2000元的
奖励……

“考证热从侧面也说明，社

工这个职业正得到社会更多认

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

这个职业。”金碧华告诉记者，现

在他指导的研究生，对社会工作

的从业积极性也在不断高涨。

社工人才尚有缺口

“社工队伍还是很缺人的。”

来自宁波海曙区和义社工师事

务所的 80后高级社会工作师李
旭说，虽然社工考试人数连年增

长，但这一行业仍面临社会地位

低、人才缺口大等问题。而人才

流失严重是造成社工行业人才

缺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社工工资待遇普遍不

高，像新入职的社工，每个月能

拿到手的也就三四千元，在保障

基本生活后就所剩无几了。”一

名社工告诉记者。

一位社工机构负责人表示，

目前社工机构还存在资金不足的

问题。“我们大部分都是微小机

构，只有两三名全职工作人员，资

金方面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政

府，我们想快速发展，但也要有足

够多的服务项目去养社工。”

职业认可度低是现阶段该行

业面对的最大难题。“不用你多管

闲事”“这些事情我们也能做”，这

些是社工经常遭遇的质疑。

“社工不仅要懂得相关政策

法规，还需要有很强的专业沟通

能力、协调能力。”金碧华坦言，

社会对社工的认识还不够明晰，

忽视了社工的专业性，从而带来

社工人才流失等后续问题。

那么考取一张社会工作职

业资格证，就会从事社工的工作

吗？不一定。

据报道，不少人表示自己选

择报考社工资格考试，并不是因

为社工职业的吸引力，而是以此

为跳板，寻求更佳的工作机会。这

也导致社工人才缺口难以弥补。

怎样才能解决社工人才缺

口大、留不住的问题？“要在人才

培养上下足功夫，比如给基层配

备具有丰富实务经验和解决复

杂专业问题能力的社工督导，以

小组、团队等形式来开展社会工

作培训；最重要的是提高社会大

众对社工职业的价值认可，让社

工有职业荣誉感、个人成就感。”

金碧华认为，只有这样，政府、公

益组织、公众才愿意为社工服务

买单，社工的薪酬待遇、职业发

展才能有更多保障。

面对这些问题，浙江也在不

断破题。如根据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从业领域、工作岗位和职业水

平等级，落实相应的薪酬保障政

策；将高层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纳入急需紧缺和重点人才引进

范围，按照规定享受户籍落地、

保障房申请等相关优惠政策；在

选拔申报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

员时要充分考虑符合条件的优

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不断

出台加快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的若干激励措施，鼓励发

展社工事业。

“随着社会工作在国内的深

入发展，社工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水平一定会得到快速提升。”金碧

华说，期待着社工春天真正到来。

（据《浙江日报》）

日前，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组织召开全市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2022

年北京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对2023年重点任

务进行部署，并对今年印发的《首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行动计划（2023年-2025年）》进行了解读。

”

这几年 ， 社工在浙江
“热”起来了！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在
前不久的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考试报名中，浙江报考
人数首次突破 20 万。 最新数
据显示，从 2018 年起至今，浙
江社工报考人数已连续六年
居全国第一，全省持证社会工
作者总数达 15.6 万人、居全国
各省份首位。

在我们身边，社工发挥着
怎样的作用？ 社工考试为何越
来越受追捧？ 社工行业目前还
面临着哪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