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綦江：

“五社联动”聚合力
托起居民“稳稳的幸福”

强化统筹规划
形成整体推进工作机制

为贯彻落实市级文件精神，

先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工

作三级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方

案》《关于创新“五社联动”机制助

力基层治理的实施方案》《綦江区

建立社区治理专项基金的实施方

案》等文件，促进“五社”有机融

合，推动形成政府、社会组织、企

事业单位、志愿者队伍、社区居民

等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的格局。

强化平台建设
构建融合联动服务体系

探索“1+21+N”的工作模
式，积极构建横向融合、纵向联

动的社会工作三级服务体系建

设，实现街镇社工站和村（社区）

社工室全覆盖。建立健全城乡社

区志愿服务站，全区实名注册志

愿者超 18万人，成立志愿组织
793 个，开展服务项目 5000 余
个。挂牌成立区级社会组织孵化

中心，目前已成功入驻社会组织

14家。在 21个街镇全覆盖建设
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分别支持

注册资金 3万元，形成“1+X”社
区社会组织格局。采取“以社管

社”模式，通过简化登记程序、降

低登记门槛等方式，培育社区社

会组织 3000余家。

聚焦人才培育
推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聘请重庆英才（社工领域）

专家作为区社会工作专家顾问，

在宏观层面推动全区社会工作

发展。将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纳入

全区人才培养计划和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平安建设）考核的重

要内容。依托民政部社会工作人

才信息平台，建立綦江区社工人

才库，将 810余名持证社工全部
纳入社工人才储备库管理。推进

社区工作者社工化，182 名城乡
社区工作者持有社工证，每年发

放社工职业津贴 12万元。

探索社区慈善
充分撬动社会慈善资源

建立区级指导、街镇统筹、服

务社区的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在

79 个城市社区全覆盖设立社区
治理专项基金，因地制宜细化街

镇基金管理办法和社区基金实施

细则。区慈善会为首批试点的 7
个社区分别资助 1万元作为启动
资金，已筹集慈善资金 120余万
元。探索“管委会+专职社工”运营
模式，建立起 3.9万余人组成的
“慈善社工”和“慈善志愿者”两支

队伍，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聚焦社

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关爱、社

会事务、平安建设等领域开展服

务，提高社区治理效能。社区慈善

基金建立以来，“五社联动”实施

惠民服务项目 12个，联动志愿
者、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等服

务群众 7.8万人次。
（据重庆市綦江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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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基层社会救助

经办服务能力建设，提高服务质

量和效率，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木

兰县于 2021年开始开展社工站
建设工作。其中，木兰镇社工站

于 2021年年末建成并于 2022年
启动运行。2023年 5月，在县政
府的大力支持及县民政局积极

努力下，东兴镇、新民镇、大贵

镇、利东镇四个乡镇社工站正式

启动运行，柳河镇、吉兴乡、建国

乡三个乡镇社工站计划于下半

年建成并启动运行。届时，木兰

县将以木兰镇社工站为总督导

站，协调管理全县八个乡镇社工

站工作。

据了解，这些社工站以党

建引领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

以“五社联动”为抓手，积极参

与社区治理，聚焦社区居民的

实际需求，为社会救助对象、老

人和留守儿童等群体提供综合

化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

化、专业化服务。社工站有机嵌

入“民政大系统”，灵活提供资

源联动、人才培养、发展社区治

理等服务，积极协助乡镇民政

办，探索形成可持续的内在统

筹、多方联动、优势互补的服务

机制，成为民政基层服务落地

的重要阵地。

例如，为扩充社区志愿服务

队伍力量，让社区志愿者服务更

具发展力，木兰镇社工站联合社

区孵化六家社区社会组织，分别

为“老伙伴”———互助小组、“暖

心窝”———志愿者服务队、“阳光

妇女”———志愿者服务队，“乐夕

阳”舞蹈团队、“情暖夕阳”互助

队、农建营女连，益起爱服务小

分队、呵护花朵———团结协作小

分队。这些社区社会组织为社区

中的社会救助对象自主开展各

种助人活动，促进社区服务更上

层楼。

木兰县民政局在不断推动

社工站规范化建设的同时，积极

探索社会工作督导体系构建，定

期邀请专业人员对社工站工作

人员开展相关培训，为服务专业

化提供有力支撑。下一步，全县

社工站将进一步链接各方社会

资源，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完善辖区社会工作服务体

系，促进社会工作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

（据木兰县融媒体中心）

黑龙江木兰县：

强化社工站建设 提高民政服务力

近年来，大理州民政
局党组坚持党建

引领社会工作发展的思路 ，
以 “54321” 工作方法为核
心 ，围绕制度创新 、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建设 、服务发展
平台搭建、指导专业服务开
展等方面主动作为 ，以社会
工作领域为切入点推动基
本民生保障更加有力 、基层
社会治理更加有序 、基本服
务更加有效。

聚焦制度优化
保障社会工作规范管理

大理州民政局高度重视

社会工作，连续 3年将社会
工作纳入民政工作重点目

标，列入民政事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出台了《大理州乡

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
设实施方案》，对乡镇（街道）

社工站建设各项工作做了细

化要求，推动全州社会工作

制度体系持续完善。

按照“党建引领、部门

联动”的工作思路，与州委

组织部、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等 19 个部门联合制
定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工作

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

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大

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分

类推进岗位开发设置和人

才配备。下发《中共大理州

委办公室 大理州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加强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

意见》，对发展社会工作、发

挥社会工作作用提出了明

确要求，推动全州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社

会工作的知晓率，积极创造

有利于社会工作发展的空

间和社会氛围。

聚焦人才建设
保障社会工作良性发展

将加强社工人才培养列

入全州人才工作战略规划，

积极推动“社会工作进党

校”，广泛普及社会工作理

念，在全州开展的各类主题

培训班次中积极协调融入社

会工作课程，目前已开展 4
期“社会工作进党校”。

积极开展社会工作各

类培训，邀请社会工作领域

知名专家学者现场进行授

课，提升参训对象社会工作

业务能力和水平。累计开展

社会工作考前培训 5 期，
1000余人次参训，今年 6月
启动的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资格考试，全州报考者约

1900余人，创历史新高。截

至目前，全州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 4330 人，其中共有 477
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

格证书。

聚焦平台建设
保障社会工作整体合力

为进一步加强社工基

层能力建设，2021 年以来大
理州民政局累计投入 384万
元资金，全州建成 112个乡
镇（街道）社工站实现乡镇

（街道）社工站 100%全覆盖，
建成 1 个省级社工示范站、
2 个省级社工站示范点和
12个党建引领“五社联动”
试点。

全州共有 500多名社工
主动融入到社会救助、养老

服务、儿童关爱保护、社区治

理工作，打通了为民服务“最

后一米”。通过改进登记方

式、落实优惠政策等措施，全

州扶持成立 27 家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与乡镇（街道）社

工站一道，初步形成了广布

城乡的社会工作服务网络，

形成州级抓统筹、县（市）级

抓推进、乡镇（街道）级抓落

实、村（社区）抓服务的四级

联动工作格局。

聚焦实践服务
保障社会工作专业水平

持续强化基层民政服务

力量，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

力，开展社工人才培训 7期，
160余人次参训。认真组织
基层民政队伍人员参加全国

社工职业水平考试，积极举

办各类社工培训，着力培养

本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以

乡镇（街道）社工站为平台，

通过设计社工服务项目，引

导社会工作者聚焦低保特困

群体、困境留守儿童、特困老

年人等民政服务对象，运用

社工理念和专业方法，实施

专业化、个性化的社工服务，

提升特殊困难群体生活质量

和个人幸福感，不断筑牢民

生保障底线。

持续推进党建引领“五

社联动”工作，统筹社区、社

工、志愿者等各方资源，通

过专业方法助推乡村振兴，

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截至目前，各级社工

站（机构）共计服务人数

26800 余人次，入户走访
2100 多户，开展社区活动
133场，小组活动 65 场，个
案 150 个，专业服务时长
7800多小时。

（据大理州民政局）

云南大理：

“四聚焦四保障”
开启社会工作新格局

近年来，綦江区民政

局积极发挥慈善的

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和规

范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

基层治理的途径，创新完善

“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

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

区志愿者为依托、社会慈善

资源为助推”的“五社联动”

新型基层治理机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