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3月17日，黄浦区
以“黄浦计划培沃土 聚才增能
勇担当”为主题开展2025年黄浦
区社工交流分享活动，积极搭建
平台，务求实干实效，培优育强
社工队伍。黄浦区各委办局、华
东理工大学、各街道以及黄浦区
社工代表参与活动。

记者了解到，区相关部门、
各街道和高校共同成立了社工
综合性赋能平台——黄浦“社”
力圈。黄浦“社”力圈，即“5+10+
1”黄浦社工成长联盟，由5家区
级部门、10家街道与1所高校组
成，成员单位包括：区委组织部、
区委社会工作部、区人社局、区
总工会、团区委、华东理工大学
以及区内10个街道。

“社”力圈围绕“选育管用”
全链条发力，吸纳基层治理、人
才培养、青年工作、政策保障等
领域的部门、全区各街道和专业
院校，共同成立黄浦区社区工作
者成长联盟，围绕队伍选聘培
养、能力提升、结构优化、科学管
理等方面制定出台具体工作举
措，提供教育培训、管理监督和
激励保障，全面提升社工队伍素
质，通过赋能基层治理，黄浦

“社”力圈助力社工破解社区治
理难题，提升社区现代化治理的
服务质效。

记者现场采访发现，当天的
分享内容从社工的实际工作经

验出发，分享者也把很多工作的
日常体会加入其中。分享议题
包括：如何从社区治理小白成长
为社区治理“头雁”？如何提高
社工破解社区治理难题的能
力？如何提高优秀社工培养的
实训能力？如何在传承创新中
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案例具有
很强的借鉴性。

在“实践出真知”篇章中，来
自豫园街道、南京东路街道和五
里桥街道的社区工作者代表分
别分享了他们在基层实践中摸
索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案
例和不断总结出的长效治理机
制，从“放管服”三位一体工作法

到党建引领+“零距离家园”平台
赋能模式，再到“三会”四双评议
机制，基层工作实践为构建黄浦
区城区治理共同体打下坚实基
础。

“我们从‘九曲桥工作法’
中探索了加装电梯的破题思
路，通过放、管、服三位一体，让
原本很难协调的居民呼声有了
破题切入口，用智慧和温度化
解了居民矛盾，圆了社区居民
加装电梯的梦想，实现百分百
加装率。”豫园街道果育居民区
社工华剑说道。

活动正式发布了黄浦社工
实景实训课程。“能立方”实景实

训课程现场演绎了宝兴“十法”
群众工作的经典方法，沉浸式培
训让社区工作法潜移默化深入
人心。来自医务、司法和青少年
事务的三名专业社工代表通过
专业领域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
分享，为社区工作者赋能。

淮海中路街道青少年事务
工作组社工康颐分享了她通过
真情真意为社区青年小驹提供
心灵庇护的故事。“小驹身患重
病，导致工作入职受挫。我一方
面帮他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又帮
助他建立融入社会生活的信
心。让他获得免费的政府救治
服务，鼓励他加入病友网络，最

终他从多方获得情感支持，并逐
渐找回信心成为榜样的力量。”

据了解，“黄浦计划”项目牵
头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处
副处长、社会学系教授唐有财精
准聚焦社区问题，与半淞园路街
道、打浦桥街道、瑞金二路街道
和淮海中路街道的基层干部就
新型社区治理、物业治理、党建
引领网格治理、高品质社区治理
等共同探讨了“黄浦社工实战勇
担当”的基层路径。未来，黄浦
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社
工队伍“全成长周期”，构建社工
全方位能力体系和实训培优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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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师者之心
圆困境学子之梦

在“青春手拉手”项目中，像
杨琬婷这样怀揣热情的志愿者
不在少数，他们各自发挥专长，
为困难未成年人带来改变。杨
琬婷是上海师范大学2023级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研究生，未
来想当老师。看到学校志愿者
网站上“青春手拉手”项目的招
募，她报名加入，成了志愿者团
队一员。

杨琬婷曾辅导的两名中学
生里，有名初三学生情况棘手。
这名学生数学和物理基础薄弱，
学习常受挫。家长由于自身知
识水平有限且忙于生计，难以在
学业上有力支持孩子。

为给这名学生答疑，杨琬婷
课余整理学习资料，系统梳理初
中数学和物理知识点，把杂乱知
识拆解、打磨，再按合理逻辑重
组。她从各大教育网站、学术论
坛精心挑选有代表性、针对性的
例题，把复杂知识变成精简易懂

的“干货”。
不过，杨琬婷没有只满足于

知识和解题技巧传授。她知道，
对这名学生来说，思维训练和信
心重建才关键。她用“提问引
导式”教学，不断向学生抛出启
发式问题，鼓励思考，自主推导
解题思路，不依赖答案。学生
遇到困难，她耐心引导回顾知
识，从不同角度思考，培养独立
解题能力。

杨婉婷说，在志愿者赋能培
训中，社工讲的服务注意事项让
她大有收获，使她跳出知识教
学，并认识到家庭环境等对学生
学习的重要影响。在此后服务
中，她耐心向家长反馈学生学习
进展和心理状态，和家长深入沟
通如何为孩子创造宽松的学习
环境，避免压力过大。她鼓励家
长在孩子进步时及时肯定支持，
受挫时给予温暖安慰。

经过一段时间的陪伴后，
这名曾经在数学和物理学科上
苦苦挣扎的初三学生的成绩实
现了重大突破，中考发挥出色，

成功叩响了上海市回民中学的
大门。这让杨婉婷觉得很有成
就感。

借心理支持
探索多元陪伴方法
除了杨琬婷，还有许多志愿

者也在项目中展现出独特的风
采，汪语彤便是其中之一。来自
上海大学2023级统计学专业的
汪语彤热衷公益，看到“青春手
拉手”项目招募公告，果断报名，
利用课余时间为镇里困难未成
年人提供陪伴服务。

汪语彤觉得参与这个项目
意义非凡。在志愿服务中，她曾
辅导过三名不同年级的学生。
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英语基础
薄弱，没构建系统知识体系；有
个初二学生学习动力匮乏，逐渐
丧失信心；还有个高一学生，面
对繁重的学业压力，找不到好的
学习方法，在学业迷宫里兜兜转
转，怎么也走不出去。

面对这三名情况各异的学
生，汪语彤耐心地和他们一起分

析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她发现
小学生对动画和色彩感兴趣，就
设计“趣味闯关游戏”。孩子被
动画中生动形象、卡片上鲜艳色
彩吸引，全身心投入学习，不再
觉得英语枯燥。对于初中生，汪
语彤觉得学习动力不足可能在
心理层面。她让学生按时完成
朗读任务，用录音反馈。随后，
她认真听每段录音，仔细纠正发
音。日常交流中，她积极疏导情
绪，帮学生排解家庭带来的负面
情绪，重拾学习动力和信心。

付出的同时，汪语彤也有收
获。她从志愿者培训中获益匪
浅，既和其他志愿者交流辅导经
验方法，又学到融合学业与心理
辅导的教学技巧。比如辅导高
中生时，汪语彤把教学和心理支
持结合，将“倾听-共情-引导”技
巧融入教学。一方面用专业教
学方法帮对方梳理知识、找学习
方法；另一方面积极提供正向支
持，帮学生缓解压力、调整心态。

汪语彤认为：“引导学生正
确看待学业成绩、鼓励学生努力

学习的同时，也要让他们意识到
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要在知识传
递中注重引导学生。”

彭浦镇服务办负责该项目
的汤皓翔介绍说，工作人员通过
线上电话联系及线下走访的形
式，对镇辖区内困难未成年人的
服务需求进行摸排，了解服务对
象的学习、生活情况等，并链接
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大学等高校志愿者资源，与
服 务 对 象 结 对 ，以“1V1”或

“NV1”的方式开展线上关爱服
务，每名服务对象每周至少接受
1次服务。

据悉，该项目已累计服务
1517课时，当前项目内共有25
名服务对象，包含小学生10名、
初中生12名、高中生3名。项目
开展过程中未保站按月电话回
访服务对象及家长的满意程度，
服务开展至今项目及志愿者均
获得一致好评，多名服务对象表
示自参加本项目以来，精神面貌
明显改善，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
提升。

整合大学生志愿者资源，为困难未成年人提供成长陪伴

“青春手拉手”搭起希望的桥

九曲桥和加装电梯有什么关系？
“黄浦计划”培沃土，为青年社工成长注入澎湃动力

在彭浦镇，有个“青春手拉手”项目。该项目由彭浦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发起，整合大学生志愿者资源，为辖区
内困难未成年人提供成长陪伴服务，已取得良好成效。想象一下，一个孩子年纪还小，家庭突然遭遇变故，生活困难重
重。这时，要是有亲切的大哥哥大姐姐像一束光照进生活，孩子心里是不是能暖一些呢？在彭浦镇，“青春手拉手”项
目就像这样一束光，为未成年人提供精准化、常态化的成长陪伴服务，包括榜样激励、答疑解惑、心理关爱等结对帮扶。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社工从实际经验出发，分享日
常工作中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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