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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

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这既是对社会工作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充分肯定，也为社会工作在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疫情发生以来，广大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

作者努力发挥专业优势，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一是募集物资。一些社会工作者利用各种渠道，

对接企业、基金会、校友会等机构，募集口罩、消毒液、呼吸机等医用物资，捐赠到医院和一线社区。二

是线上支持服务。利用社区微信群、QQ群等线上平台，制作新冠肺炎疫情自我防护绘本、微视频、防护挂

图等进行抗疫宣传，并对社区居民开展情绪疏导、政策讲解、信息交流等工作。三是参与社区防控。协助

社区工作者上门张贴宣传海报、进行体温测量和撰写防疫新闻报道等，还为居家隔离人员提供代购、代取

快递等便民服务。四是服务弱势群体。为社区的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电话探访、心理疏

导、用药指导等服务。五是做好倡导引导。撰写“社会工作参与新冠疫情防治工作手册”等文档来指导实

务工作和督导一线社工开展服务。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防控任务依然艰巨复杂。社会工作在应对疫情时发挥了专业优势、

作出了应有贡献，但仍有一些困难有待克服。一方面，多数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是个体自发的，缺少社会工

作机构以职业化、专业化的协调组织；另一方面，多数社会工作者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社区防控，开展的服

务活动呈弱专业甚至非专业性特征，比如募捐、网上宣传、生活代购等。而当下，社会工作应着力于不断

增强社会适应性、积极参与实践服务、提升精进工作能力，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更好发挥社会工作的职

业价值。

社会适应性的不断增强。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集中体现在，社会工作者能在专业理念的指导下，运用

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有效地链接各类资源，增强社会各主体与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就这次突发

重大疫情而言，社会各方主体包括个人、家庭、社区等都存在着不适应的问题，都面临着需要增强适应性

的任务。社会工作正是以各主体与环境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切入点，秉持“增强社会适应性”这一功

能定位和服务目标开展服务的，无论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还是其他治理难题，都会更加有效有序。同时，

增强社会适应性还应贯穿在即时的疫情防控时期以及疫情结束后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健康社区的

倡导重建的全过程中。



实践服务的积极参与。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各地采取分区分级的差异化防控策略，一定程度上打

开了社会工作介入的组织空间和通道。广大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在多个社工服务重点领域积极行动、

主动介入、开展服务。

一是深化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社区应以需求为导向，明确提出服务需求。社会工作机构针对现实情况，

同步提出能发挥作用的服务清单。需求和供给对接后，通过购买服务或项目化的方式，在资源保障的条件

下，让社会工作机构有组织地介入。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涌现出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不仅需要病情的

紧急处理，更需要情绪支持、基本生活保障、生活秩序的重构等。同时，社区还存在大量的孤寡老人、困

境儿童和残疾人等重点困难人群，这都需要社会工作者有组织地介入，以专业的理念和方法，运用“社工+

义工”的服务模式提供服务。

二是深化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企业社会工作领域广阔，需要社会工作者在了解企业和职工需求的基础

上，采取有效的专业方法介入，进一步拓展企业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社会

正常运作。针对企业复工复产，社会工作机构可协助企业做好复工期的疫情防控工作，协调企业内外关系，

增强企业应对疫情的适应性和企业组织的凝聚力。针对返岗员工，可提供自我安全防护措施、健康养护咨

询等方面的知识和宣传教育，还可对特殊困难员工提供物资帮助、心理疏导及情绪支持等服务。

三是深化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广大医务社工在保障一线医护人员身心健

康、助力医患关系和谐等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包括对患者情绪进行疏导，助力医疗

机构恢复医疗秩序，进行资源协调，对医疗团队进行心理情绪支持等。医务社工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应

注重整合各方资源，尤其是注重志愿者队伍的凝聚和培训，利用线上各类平台，在已经发挥作用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专业服务的含量，提高服务成效。此外，针对养老院、福利院、托养机构等各类社会福利机构，

也应有专门的社会组织开展相应的专业服务和提供各类支持。

社会工作的能力精进。社会工作在前期疫情中参与效能不足，固然有空间受限、阵地缺失、疫情特殊

等客观原因，但也应看到社会工作行业发展存在局限性，社会工作机构发展还不够成熟以及社会工作者自

身专业化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等问题。从社会工作行业角度分析，业界的发展应逐步由以“书斋社工”

为主导转向以实务社工为主导，加快职业化发展步伐，让以社会工作为职业的专业化社工机构有更好的成

长环境。社会工作机构应更加自觉地增强机构发展的适应性，整合内外部资源，结合机构的自身优势，加



强机构的各方面能力建设，包括机构管理能力、项目运作能力、员工队伍建设等，积极变革、明确目标、

主动作为，提升机构整体服务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社会工作者应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增强职业的使

命感和价值感。在直接服务中，提高应急动员和组织能力、资源筹集和整合能力、个案管理和小组工作能

力、心理辅导和情感支持能力等，并在实践中探索适应中国本土社工的专业方法和技能；在间接服务中，

提升项目管理能力、研究倡导能力以及政策法规的认知和学习能力，切实增强对制度创新的敏感度。

社会工作是整个灾害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应对灾难中的作用已得到国际承认。我国的应急

管理体系中目前还没有社会工作参与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迫切需要加以明确。不仅是此次疫情防控，在其

他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中，都应通过制度化的设计，明确社会工作参与的功能定位、参与的程序和通

道，让社会工作依法依规开展专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