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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 68海里的牵挂

“今年学生的补助资金领了

吗？一定要及时发放给他们呀！”

“放心吧，小陆，你安心休产

假！每一项活动，我们都没有落

下！”

……

平潭距离台湾本岛只有 68
海里。海峡那头，“90后”台湾新
手妈妈陆盈静时刻牵挂着海峡

这头———平潭海坛片区东门社

区，因为这里不仅有她一手创办

的社工组织，还有一群令她惦念

的“家人”。

作为两岸合作先行先试“试

验田”，2021年，平潭引进首批四
名台湾社工，开展养老救助、帮

扶留守儿童等服务。陆盈静就是

其中的一名。

东门社区是陆盈静服务的

第一个两岸融合社区，成立于

2008 年，总人口 1.2 万人。自
2022年 6月上任以来，陆盈静带
来了不少金点子。“近邻党建一

家亲 浓浓两岸中华情”“拒绝

毒品护航青春”“志愿我先行”

“乐享温情腊八节 爱暖两岸长

青族”……在陆盈静的推动下，

两年多来近百场各式各样的活

动，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生活。

去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出台。《意见》提出，“扩

大台胞社会参与”，“开展台胞担

任在闽非宗教社会组织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试点”。

去年 10月 27日，在各方支
持下，陆盈静发起成立《意见》出

台后福建省首个由台胞担任法

定代表人的社会组织———岚台

同心社工服务中心。经业务主管

单位审查同意后，平潭综合实验

区社会事业局民政处向陆盈静

发放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在网上提交材料后短短几

天就完成了登记，真是太方便高

效了！”陆盈静赞叹道。

对于岚台同心社工服务中

心的成立，东门社区党委书记薛

玉凤认为，这是建设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的又一次有益探索，大

陆社工熟悉政策环境、土亲人

亲，而台湾社工带来了精细化服

务的理念和经验，两岸社工发挥

各自优势，有助于促进社区里两

岸同胞的融合。

两岸融合社区的探索

岚台同心社工服务中心是

一个由 37名两岸社工组成的大
家庭，为在平潭的台胞和台企提

供信息咨询、社区融入等服务，

并积极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工作。

“什么是两岸融合社区？在

我们看来，这里应当成为两岸居

民 8小时工作之后惬意生活、走
近彼此的地方。”岚台同心社工

服务中心成立后，陆盈静与两岸

小伙伴各司其职，针对东门社区

不同群体的需求展开服务。为了

让社区老年人健康快乐安度晚

年，他们开办健康知识讲座、教

授健身操；为丰富社区妇女业余

生活，他们开设插花、扎染、剪纸

等课程，并举办家庭教育、亲子

沟通讲座。

在交流互动中，许多两岸居

民也成了朋友。台胞居民林云与

本地居民陈艳就是这样一对忘

年交。而立之年的林云是东门社

区的热心住户，在两岸社工忙碌

时总会主动帮忙，久而久之就成

了一名社区志愿者。“活动中，不

管遇到什么问题，林云都会耐心

解答，手把手地讲解示范。现在，

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已

退休的陈艳告诉记者，过去她不

爱交际，如今只要岚台同心社工

服务中心举办活动，她都会参

加，因为在这里她找到了志趣相

投的伙伴。

同心筑梦，不负韶华。这支

平均年龄只有 30多岁的两岸社
工队伍，是东门社区里最有活力

的群体。在工作中，他们也不断

互相借鉴、互相学习。

“其实，刚开始时，因为不熟

悉环境，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

不过，大陆小伙伴都热心帮助

我，全力支持我。慢慢地，疑问少

了，点子多了。”陆盈静说。

“小陆活泼开朗，总是笑眯

眯的，就像邻家小妹妹一样，大

家都很喜欢她。从她身上，我也

学到了许多。”大陆社工翁艺芳

告诉记者，在入户拜访老人时，

陆盈静总是能从细节入手，提醒

老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还牵头

为老年住户安装了烟雾报警器，

受到两岸社区居民的好评。

探索之路，不止于此。除了

东门社区，岚台同心社工服务中

心还服务着台康社区、万家社

区，并继续在这些社区探索两岸

融合发展之路。

“我毕业于台湾亚洲大学社

工专业。来平潭工作，不仅让我

学以致用，还给我一个更广阔的

发展舞台。”萧修祺是岚台同心

社工服务中心的一员，也是平潭

引进的首批台湾社工之一，平时

主要驻点在台康社区。

台康社区成立于 2017年，常
住人口约 1.1万人，也是在岚台
胞的一大聚集区。“在这里，我们

开设了台湾文化手工课程，邀请

来自台湾少数民族的老师指导

社区居民制作陶罐、十字绣、串

珠等手工艺品。在相互交流学习

中，拉近了两岸同胞的心灵距

离。”萧修祺说，今后他们还将继

续举办相关活动，丰富居民的业

余生活，也让大家更了解彼此，

更有共同话题。

在平潭，这类“台味”十足的

两岸社区还有许多。岚台同心社

工服务中心的社工希望通过他

们的努力，打造出更多情感融合

的社区样板，并将这种模式推广

开来，为两岸基层治理、社区融

合注入新活力。

宜居家园的幸福

出门即公园、推窗即见景，

这样的美好画面，已成为平潭许

多社区居民的日常。

由于人口密集，过去的东门

社区鳞次栉比、环境杂乱，居民

若想散个步、遛个弯，要走到 2
公里外的龙凤头沙滩。如何提升

社区宜居度？

“在台湾，社区居民常常自

己动手，通过彩绘墙面、栽种绿

植、布置环境，将废弃的空间改

造成角落公园、口袋公园。我们

不妨也这样扮靓社区。”陆盈静

提议道。

说干就干。薛玉凤请来设计

师对社区的荒废空间进行改造整

理，陆盈静、翁艺芳等社工也带领

社区居民主动参与、集思广益。

改变，从一点一滴开始。原

本杂草丛生、垃圾成堆的墙角、

空地变成了福文化公园、党建公

园、童心园、岚台巷、东门 HOME
公园，里面既有休闲运动的活动

设施，也有包含两岸元素的文创

标识、景物彩绘以及两岸居民参

与社区活动的照片。

行走其间，一幅幅两岸同胞

携手同行的画卷徐徐展开。“在

平潭，最幸福的事，就是台胞的

声音能被听见，台胞的建议能被

采纳，这让我们有一种归属感、

成就感、幸福感。”陆盈静说。

以东门社区为例，社区的每一

条道路、每一个公园都有台胞居民

参与的身影。“过去雨季路面积水

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们。在台胞建议

下，我们引进台湾‘JW生态透水铺
面工法’，对社区主干道进行改造，

解决了难题。”薛玉凤说，自从岚台

同心社工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台湾

社工发挥了联结两岸的作用，越来

越多具有社区治理经验的“台湾亲

戚”前来交流，社区已成为两岸基

层交流的重要平台。

“下一步，岚台同心社工服

务中心将在继续做好两岸居民

服务工作的基础上，举办更多有

助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公益

活动，协助更多台胞了解平潭、

融入平潭，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对于陆盈静来说，平潭已是她的

第二故乡，在这里她不仅找到了

事业的舞台，还完成了结婚生子

的人生大事，“家”的感觉越来越

浓，“等休完产假，我会带着宝宝

一起回来”。 渊据叶福建日报曳冤

福建平潭院两岸社工携手 圆梦第一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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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0月，由台胞陆盈静发起成立的平潭综合实验区岚台同心社工服务中心，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后福建省首个由台胞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社会组织。运行一年多来，两岸社工为两岸社区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近日，“知识汇流：中国社会

工作实践研究及与国际对话”国

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此次

研讨会旨在通过广泛的研究对

话与交流，深化对社会工作实践

研究的认识，提升社会工作实践

研究水平，促进基于国情和实践

需要的社会工作知识生产，以更

好推动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的

高质量发展。

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社

会学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

科学系、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
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和香

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中

国及全球发展网络主办，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和中国

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协办。来自中

国内地、中国香港，阿根廷、比利

时、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

工作教育者、研究者与实践者及

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代表 300 余
人参加大会。

大会围绕“社会工作实践研

究”这一主题，共分为五个部分

及八个平行论坛。大会主议题包

括“主旨发言”“全球和本地知识

在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中的相

互作用”“不同领域和层次的社

会工作实践研究”“一带一路”倡

议下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多元

文化视角”“儿童福利与社会工

作实践研究：社会工作者在替代

儿童照料中的角色”等部分。

平行论坛围绕“不同人群服

务领域中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

“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实践研究”

“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与人才队伍

建设”“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认识

论与方法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

与社会工作价值伦理”“不同人群

服务领域中的社会工作实践研

究”“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在地

性”“乡村振兴与社会工作实践研

究”“科技世代的社会工作实践研

究”等议题展开，40余名海内外讲
者在平行论坛作分享。

会议期间，不同社会工作学

者都强调了社会工作高质量发

展中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重要

意义，与会专家就实践研究的方

法论与认识论、不同层次和领域

中实践研究如何改进社会工作

服务实践、推动社会政策完善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来

自 11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讲者
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展现了丰

富的实践研究案例，强调各个国

家和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

互通有无、对话交流的重要性。

其中，来自泰国、越南、菲律

宾、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学者

就社会工作教育、督导及社会工

作人才培养等议题也进行了更

深入讨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研讨会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

华办事处的支持下，设立了“儿

童福利与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社

会工作者在替代儿童照料中的

角色”的专题论坛，聚焦不同文

化和制度情境下困境儿童照护

的政策框架与服务经验，探讨社

会工作如何在家庭支持、亲属照

护以及儿童福利机构转型发展

中发挥专业作用。

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强调“从

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既是对

社会工作实践的研究，更是为了

推进社会工作服务和社会工作事

业发展而进行的研究。本次国际

会议涵盖不同的层次，不同领域

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议题，汇聚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

专家、学者，是一次中国与世界各

地难得的对话与交流机会。主办

方表示，相信通过此次会议能够

更加深化对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

理解，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学科

建设与专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野知识汇流院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及与国际对话冶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陆盈静渊左冤与岚台同心社工服务中心的伙伴交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