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开始的迷茫，到能帮
人们解决一个问题，我的成就感
满满的。”今年 26岁的社工王荣
荣说。

王荣荣年轻有朝气，说话就
笑，给人一种暖暖的感觉。有时，
她会骑着小三轮车去给老人送
餐。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奶奶每次
看到她都特别开心，“丫头，你又
来了，我就喜欢看你笑”。

在沧州活跃着一批像王荣
荣一样的社工，他们在不同的领
域发挥专长，为需要帮助的人解
决一些问题。

社工以助人为宗旨，运用各
种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去解决
社会问题的专门职业。社工与志
愿者有所不同。志愿者，也就是
义工，是人人都可以成为的，无
需专业背景，没有报酬。社工需
要具备专业知识，有一定的报
酬。目前，大部分社工机构的收
入来源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和
社会及基金会的资助。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
目前，沧州市注册社会工作组
织已达 12家。全市持证社会工
作者从 2019年的 256人发展到
1197 人，去年有 583 人通过了
社工资格考试。在 3 月 19 日世
界社会工作日来临之际，记者
走近沧州几位社工，为您讲讲
他们的故事。

“研究生社工”

王荣荣考大学时，录取专
业被调剂到了社会工作专业。那
时，她对社会工作专业不了解，
也不知道将来能找份什么样的
工作。

带着这份懵懂，王荣荣进入
了大学校园。“我们的专业课程
涵盖了社会学、心理学等内容。
我们还学习个案工作、小组工
作、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为服
务对象提供综合性服务。”王荣
荣说。

大学毕业后，她又考取了社
会工作专业研究生。

“深入学习后，我更加明白
社工确实是一门助人的专业，但
它有自己的学科体系、专业理
念、工作方法和服务技术，需要
经过专业训练和实践历练。”王
荣荣说。

王荣荣实习时，去了北京的
一家社工机构，参与到了社区社
工站的建设中。

在那里，她主要进行社会调
查，和其他社工一起策划开展居
民们喜欢的社区活动。

手工制作、垃圾分类宣传等
活动，吸引了很多居民参与。她
过得很充实。

2023 年，回到沧州的王荣
荣加入到一家社工机构。她开始
跟着资历老的社工参与到助老
项目中。

每次，王荣荣和其他社工、
志愿者一起为老人服务时，都感
触颇深。“每位老人的情况不同，
说话时的技巧、聊的主题都不
同。”王荣荣说。

一位老人的家中多次遭遇

变故，导致情绪低落。王荣荣等
人组成小组，上门陪伴老人，帮
她疏解情绪，并持续进行跟踪。
经过多次的倾听陪伴，老人的心
情逐渐变好，身体也有了好转。

“我的一些同学去了广州、
深圳，那边的社工行业发展得比
较成熟。他们分布在不同的领
域，发挥着青春力量，为需要帮
助的人投去了一束温暖的光。”
王荣荣说，她希望找到更适合
自己的社工岗位，帮助更多的
人。

从帮扶老人到心理疏导，
从 看 护 儿 童 到 医 疗 救 助 ，从
调解纠纷到法律援助……社
工服务不仅形式越来越多样，
而且内容也越来越全面。社工
以专业、精准的服务，为人们
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小美好”。

帮困境儿童
学会“自助”

“看我屋子收拾得怎么样”
“这是我炒的土豆丝”……孙素
云的手机微信中经常会“蹦”出
这样的消息。原来这是孙素云
帮扶的孩子在给她发“打卡作
业”。

今年 55岁的孙素云是市心
连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负责
人。作为一名社工，孙素云在帮
助困境儿童时，始终遵循着“助
人自助”的社工理念。她期望通
过帮助困境儿童，增强困境儿童
的独立性，而不是依赖性，让他
们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孙素云以前是一名志愿者，
多年来一直行走在公益道路上。
在做志愿服务过程中，她渐渐觉
得在公益方面可以做一些专业
化的事情。

2019 年，孙素云和朋友注
册了市心连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从那之后，他们把社工服务
重点放在了帮助献县、泊头等地
的困境儿童上。

3月10日，孙素云和志愿者

又去看望了小丽（化名），为她家
送去了一张床。小丽的父亲去世
了，母亲智力残疾。和孙素云等
人接触多了，小丽活泼了很多。

这次去，孙素云等人还教小
丽收拾屋子。孙素云说：“小丽家
比较脏乱，我们帮她把房子彻底
打扫了，但不会每次都那样做。
我们会引导着小丽自己做些家
务，提升生活技能。”

“在残缺家庭中成长的孩
子，我们要让他们学会自己照
顾自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孙素云说，其实，这些
年在帮扶困境儿童的过程中，
她和团队成员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的“润苗计划”从 2020 年
开始实施。“润苗计划”包括居
家帮扶、团体与小组活动、21
天生命成长营。社工及志愿者
会从个人卫生、生活技能、身
心健康、学习规划、人际交往
等方面帮助孩子们。目前，“润
苗计划”帮助了 87位残缺家庭
的困境儿童。

今年 13岁的小浩（化名）是
市心连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

直帮扶的一个孩子。他的父母、
祖母均有残疾，生活上得不到正
常照顾。

除 了 为 小 浩 送 去 生 活 物
品、给他做心理疏导，孙素云等
人每次去小浩家还会教他一些
生活技能，如收拾房间、做简单
的饭……孙素云还带着小浩参
加了21天生命成长营。

小浩在生命成长营中学习
知识、锻炼身体、练习生活技能，
独立生活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
提高。如今，小浩不仅能照顾自
己，还能照顾家人。

孙素云说，目前市心连心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正在为 2024年
的“润苗计划”进行募捐，她希望
将募捐来的钱更好地去帮助困
境儿童。

陪伴高龄空
巢独居老人

曹淑丽是市力行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也是一名社

工。
“做每个项目，我们都要进

行调研评估，制订解决方案和计
划。执行过程中，如果目标没有
达到，要及时调整。项目结束后，
还要对项目进行评估。”曹淑丽
说。

每当说起推进的项目，曹淑
丽都很自豪。她说：“我们社工机
构自有的大运河慈善助老家园，
承接政府的‘益适夕阳红’慈善
助老示范项目，都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

曹淑丽记得，2021年，她刚
到运河区明珠社区开展助老项
目时，早晚会带着居民锻炼身
体，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通过
社区调研和居民需求调研，她
了解到了高龄空巢独居老人们
的就餐难的问题。

当年，由市民政局推动指
导，市力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汇聚市慈善总会、明珠社区等
多方力量创办了大运河慈善助
老餐厅。助老餐厅在明珠社区
运行后，市力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充分发挥社工组织的优
势，联合志愿者，每周一到周五
为辖区高龄空巢独居老人提供
免费午餐等服务。

“这几年，在助老餐厅我
接触了 40 多位老人，他们每
家的情况，我都如数家珍。看
到他们吃上热乎午饭，我打心
底高兴。”曹淑丽说。

年过八旬的董大爷午饭总
是凑合，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让
高血脂、高血压、便秘等找上了
他。助老餐厅运行后，解决了董
大爷中午就餐的问题。他经常
对社工和志愿者说，“来助老餐
厅，是他每天最高兴的事”。

助老餐厅每天上午 11点开
餐，过了 11点半，看到常来的老
人没到餐厅打饭，社工或志愿者
就会赶紧给老人打电话问问情
况。

面对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
社工、志愿者也会上门送餐。在
明珠社区内，一对老夫妻身体不
好，老人的孩子每天忙工作，还
要奔波照顾老人。助老餐厅的出
现，让一家人连连称赞。大家会
轮流将饭菜送到老夫妻家中。
他们还链接医院等社会资源，
为老人上门义诊。

“我们与志愿者一起帮助老
人，但不能代替他们的家人。助
老餐厅周一到周五提供午餐，周
六周日，我们会将老人‘交还’于
家庭，让家人陪伴他们。”曹淑丽
说。

社工和志愿者还专门走进
老人们的家中，倾听老人的心
声。在一次次陪伴过程中，为老
人们注入生活自信。

除了为老人助餐、提供倾听
陪伴服务，社工还会和明珠社区
工作人员一起孵化社区的志愿
服务队伍。

“现在明珠社区有一支‘搭
把手’志愿队伍。这些志愿者能
更好地关注到老人的情况，及
时帮助老人。”曹淑丽说，老人
们每一次微笑，都会让她很有
成就感。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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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持证社会工作者有1197人。他们在助老、护幼等方面发挥
专长，为需要帮助的人带去温暖和关爱——

一束温暖的光
本报记者 李小贤

孙素云孙素云（（左左））帮助困境儿童学会帮助困境儿童学会““自助自助””

曹淑丽陪伴老人曹淑丽陪伴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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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