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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都必须依赖于政府或者需要汇报批复后才能获得主动

权。

2、平台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随着社工机构进入乡镇地区外部环境条件的推动，社

工机构的专业性与科学性便有了落脚的空间，重点表现在

其资源链接的能力。通过各主体之间需求与优势互补，共

同搭建以社会服务为主线的合作平台。驻点社区社工站大

多数有着高校学院支持的背景，一方面机构邀请高校专业

老师进行项目指导，另一方面高校的学生需要有实践的平

台和岗位。高校师生作为社工机构的“同行人”，成为社

工机构优先考虑的优势资源。除此之外，其他有着相似理

念或者能够共同提供服务的公益组织也是社工机构重点撬

动的对象。高校师生以及做公益人士、组织等的由来都十

分久远，人们对其的熟悉度和认可度远远高于社工。除了

外部资源的挖掘，社区自身存在着的可利用资源往往也是

社工机构所重视的，社区漫步、外展服务活动、建立社区

资源地图等是较为常用的方式。由此也反映出社工机构为

了避免在乡镇地区产生“单打独斗”的情况，通过资源链

接、平台搭建等方式获取开展服务活动的支持。

进入乡镇地区后的服务工作成效

（一）为基层服务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当 驻 点 社 工 站 经 历 了 磨 合 期 并 成 功 入 驻 乡 镇 后 ， 便

达到了一个较为平衡的状态。一方面社工机构在“政府购

买”的形式下获得了进入乡镇的“许可证”，这为社工机

构 的 合 法 性 提 供 了 极 大 的 保 障 ， 另 一 方 面 社 区 的 核 心 人

物，主要是指社区的行政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社工机

构的进入，换而言之，即为社工机构在开展服务活动提供

了 可 实 际 操 作 的 空 间 。 获 得 了 政 府 和 社 区 两 大 “ 官 方 力

量”的支持，不仅仅降低了社工机构与村民之间建立关系

的难度系数，而且能够在进入前期阶段掌握大量有关地区

的信息和资源。

（二）推动了乡镇服务的多样化

差异性的社会服务不仅仅满足了公众的多层次需求，

而且也展现出基层服务的多样性。前期阶段，大多数社工

机构会选择通过举办较多的外展活动、便民服务活动、节

假日活动等趣味性较强的服务来吸引关注。同时，还会通

过类似互动小奖品、积分互换等形式促进参与。在这个过

程中，社工机构可以通过展板、宣传手册、海报、横幅、

新闻稿等宣传载体让公众对社工机构有初步的印象。在中

期阶段，随着社工机构活跃程度的提升，可以明显感觉到

的变化就是以往开展服务活动都需要社工去撬动、说服村

民来参与活动，到这一阶段大多数服务基本形成了常规性

的活动，而村民成为了社工机构行走的宣传名片。部分服

务对象在了解机构组织活动的具体操作及服务的形式后能

够发挥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为机构与社区更好地融合提

供新的思路。

（三）社工机构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契机

社会工作专业强调“人的作用”，该作用的发挥不仅

仅体现在服务对象自身的潜能，更在社会工作者的身上得

以体现。社工机构在进入乡镇地区后，社工接触到了资源

方、利益方和受益方等多个角色、主体。通过与相关部门

的工作人员较为频繁和深入的接触，能够将社会工作的价

值理念、专业手法等内容以真实和实际的行动进行传达，

进 而 提 升 社 会 大 众 对 专 业 社 会 工 作 的 熟 悉 和 认 同 感 。 同

时，通过社工机构成功进入乡镇后，基于双方日益熟悉的

前提，乡镇逐渐接纳了社工机构的定位，具体表现在会和

其他人主动介绍驻点社工站的工作内容和服务，同时也会

愿意在较为正式的场合，比如在工作检查和总结的环节往

往会提及社工机构的项目服务作为亮点特色工作进行宣传

和倡导。

结　语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持续推进

下，社工机构获得了进入乡镇地区的发展路径。对政府等

行政系统而言，社工机构专业科学的服务理念和手法能够

对基层服务产生积极的影响，逐渐理解“助人自助”的理

念，有效改变了以往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和工作技巧。同

时，社工机构带来的多样化的服务，能够激发地区的活力

和潜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地区行政工作的压力。

但与此同时，社工机构进入乡镇地区是一个阶段性的

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产生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它主要以整

合的形式对资源、服务对象需求等内容进行系统化的掌握

与梳理。而由于社工机构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其认可度和

接纳度较低，以至于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带有一定的强

硬性。因此社工机构进入乡镇地区后应重视融合发展的问

题。也就意味着社工机构在提供服务的中后期应逐渐转向

为融入性的特点。同时，社会工作强调“人的作用”，其

最终的目标是能够达到社工机构退出后，乡镇地区也能进

行自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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