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西藏林芝市巴宜区白马岗街道社工

服 务 站 ，首 先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一 块 巨 大 的 展

板。展板的主体是一幅手绘地图，上面贴着

一张张便签条，包含了街道各个社区里困境

儿童的分布情况以及档案编号。

“每过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对展板上的信

息进行更新。”社工央庆措姆向记者介绍，“针

对辖区内的困难群体，包括儿童、老人、残疾

人等民政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我们会上门

开展社工服务，为他们解决生活里的难题。”

如今在林芝，这样的社工服务站已经有

18 个，成为切实守护林芝困境儿童的一线力

量。“汇聚各方力量，林芝积极介入困境儿童

保护，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林芝市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逐户走访发现问题
建立档案分类施策

上 午 ，记 者 随 央 庆 措 姆 一 同 去 入 户 服

务。收拾材料，换上蓝色的社工马甲，央庆措

姆快步走出社工服务站大门。“这次的距离比

较近，咱们步行即可。”她告诉记者。更多时

候，央庆措姆需要采取骑车、坐公交等方式前

往入户对象的家中。

辖区内居住着两万余名居民，其中涉及

的困难家庭有近百户，这些人都是央庆措姆

的主要服务对象——去年底，社工站的两名

社工花了 3 个月的时间，逐户走访了这些困难

家庭，对他们的情况开展摸底调查。

2021 年 9 月，林芝在全市建立了 7 个社工

服务站；2021 年 12 月，民政部门又选定“服务

基数大、需求突出”的 11 个点作为第二批社工

站建设试点。“这些社工站点的投入，能帮助

我们及时发现困境儿童，并对其开展救助。”

林芝市社工指导中心社工益西顿珠说。

次仁卓嘎就是在社工们在入户中发现的

困境儿童。次仁卓嘎来自单亲家庭，作为清

洁工的母亲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担，他们一

家都是民政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

“妈妈，我背书包的时候身上疼。”一次入

户时，社工听见次仁卓嘎跟母亲说。他们立

即询问次仁卓嘎的身体情况，并很快帮她安

排了医院开展检查。没多久，检查结果出来，

原来次仁卓嘎罹患了脊柱侧弯，情况比较严

重，需要开展手术治疗。

“ 通 过 入 户 走 访 、问 卷 调 查 、访 谈 面 谈

等 方 式 ，我 们 全 面 掌 握 重 点 服 务 对 象 的 具

体 信 息 ，实 现 困 难 群 众 信 息 建 档 全 覆 盖 。

目 前 ，我 们 对 全 市 325 名 困 境 儿 童 建 立 档

案，分类施策，边走访边解决问题。”益西顿

珠说。

开展结对帮扶服务
组织专题系列活动

前不久，次仁卓嘎刚从广东深圳做完手

术回来。她也是林芝市首批赴深圳接受手术

治疗的 4 名患病困境儿童之一。

次仁卓嘎家庭条件困难，家庭无力承担

外出救治的费用。为了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林芝市民政局将次仁卓嘎纳入困境儿童关爱

服务行动救助范围，及时送往深圳市儿童医

院治疗。往返路费和生活费用由巴宜区民政

局给予临时救助，医疗费用由林芝市医保报

销，剩余部分由深圳市儿童医院兜底，且对入

院、检查、治疗、生活等方面的费用给予合理

减免。

社工们也积极介入次仁卓嘎后续的恢复

工作。在次仁卓嘎回家后，央庆措姆等人多

次登门，向次仁卓嘎的母亲讲述家庭关心关

爱的重要性，引导她更关注次仁卓嘎的心理

需求。

每一次入户、每一步进度，社工都会进行

整理，形成困境儿童档案，更清晰地记录孩子

的变化，也为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社工根

据困境儿童的急难程度进行持续跟踪、定期

探访，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形成《个案辅导记

录》153 份，把帮扶做实做细。在白马岗街道

社工服务站，记者看到整整一柜子的困境儿

童档案。抽出其中一个文件盒，打开属于次

仁卓嘎的一匣，里面有着足足四五十页的记

录，详细记载了多达 17 次访谈的情况。

除了一对一的个案救助，林芝市民政部

门还组织了许多活动，以专题形式帮助更多

孩子走出困难处境。

在走访中，社工发现马小虎可能存在自

卑等心理问题。当达娃央宗等人开始筹划系

列活动时，就立马邀请马小虎参加。几次活

动下来，马小虎逐渐打开心扉。老师的谆谆

教导，孩子们的相互讨论，帮助马小虎逐渐走

出了自卑。以前，马小虎很少和周边的人讲

话，别人问什么他都不回答；现在，他不但经

常主动发言提问，下课还和朋友有说有笑，变

得开朗多了。

通过与困境儿童本人、家庭、学校、社区、

政府以及周边企事业单位建立联系，林芝市

社工服务机构汇聚社会资源，建立困境儿童

保护服务体系，不断增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

工作的实效。

强化指导开展培训
提高社工服务水平

几次入户，让达娃央宗这个 95 后姑娘生

出许多感慨。从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毕业后，她回到家乡从事社工工作。虽然是

土生土长的林芝人，“但正是从事了这份工

作，我才对家乡的社会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达娃央宗说。

在马小玲家，达娃央宗和马小玲、马小虎

姐弟一起包饺子。当时，注意到马小玲的玩

具娃娃都被编了辫子，她思忖片刻，便问马小

玲：“姐姐给你编个辫子好不好？”不太愿意和

人打交道的马小玲沉默半晌，竟然答应了下

来。由此，马小玲很快就和达娃央宗亲近起

来。这点变化让初为社工的她印象深刻。

在林芝，社工大多数都是像达娃央宗这

样的年轻人。他们在工作中学习和成长，学

习如何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

下午，走进林芝市社工指导中心，一群人

正在忙碌地工作着。益西顿珠和达娃央宗正

在电脑前处理各个社工站在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一些日常的工作，社工们经常来咨询，我

们在专业范围内给他们解答。”坐在电脑前，

达娃央宗边处理工作边说。

“我们社工指导中心就是为社工的工作

和发展提供意见，帮助他们更加科学、有效地

开展工作。”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

益西顿珠说，“我们已开展社工专业培训 57
场，线下督导 21 次，社工站开展共学活动 10
场，参加共学活动 160 人次。这些活动为社工

开展专业服务打下扎实基础，也为基层培养

了一批专业的社工人才。”

两名从广东援藏而来的社工在指导中心

负责开展指导工作。“援藏社工陈伟培老师经

常为我们开展线上和线下培训，我们平时在

访谈中遇到的各项问题，都会向他请教。”央

庆措姆说。

2021 年 10 月份起，两名援藏社工分别带

领指导中心两名社工，对 7 个社工站开展线上

和实地督导。他们手把手教一线社工如何入

户访谈、开展小组活动和社区活动。陈伟培

等人还带着社工进行个案研讨、工作规划，回

答他们提出的实务问题，并及时发现他们的

优点，给予肯定，了解他们的情绪状态，帮助

他们疏导工作中产生的消极情绪。

“从刚开始不知道如何访谈，到可以独立

开展个案服务，独立策划、开展小组活动和社

区活动，一线社工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务技

能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陈伟培说。

（文中次仁卓嘎、马小玲、马小虎均为

化名）

逐户走访、分类施策，西藏林芝强化未成年人保护 ——

汇聚各方力量 守护儿童成长
本报记者 徐驭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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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近年来，西藏林芝积极开
展困境儿童保护工作：入户走
访，开展摸底调查并建立档案，
及时发现困境儿童并开展救
助；持续跟踪，进行一对一个案
服务，并开展各类专题活动；组
织社工专业培训和经验分享
会，提高社工的专业知识水平
和实务技能，助力他们更加科
学、有效地服务困境儿童。

■有温度的举措 暖民心的行动R

本版责编：李智勇 徐 阳 罗阳奇

一大早，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凤凰县禾库镇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59 岁的龙菊珍大姐来到离家不到

200 米的振兴车间，麻利地用缝纫机制

作手袋，“现在每天工作 8 小时，一天可

以挣 90 多元。一个月下来，加上完成任

务奖和出勤奖，少说也有 3000 元呢！”

龙大姐过去的家，位于禾库镇科甲村

较为偏远的地方，她爱人身体不好，两个

孩子要上学，家里只有大姐一个劳动力，

一家四口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 年，凤凰县在禾库镇建起 756
栋楼房，集中安置禾库镇及周边乡镇有

搬迁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安置点周

边，还配套了学校、幼儿园、医院、农贸市

场等。此后，932 户 4784 名苗族贫困群

众，陆续搬迁到这里，龙大姐一家是首批

住户之一。

“搬家，最担忧的是生计问题。”龙

菊珍说，“就在这时，安置区管委会工作

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开办了工厂，可以

家门口打工。”龙菊珍素来手巧，决定在

一家手袋编制工厂干活。她的爱人则

选择在附近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里帮

工，月收入 1700 元。“2020 年，我们全家

收入达到了 5 万元，成功摘掉了穷帽子，

腰包越来越鼓。”龙大姐自豪地说。

“十三五”期间，湘西州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 1.97 万户，建成集中安置点 147
个、安置住房 2.05 万套，其中 500 人以上

集中安置点 28 个。去年以来，湘西州高

质量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文章”，坚

持把产业和就业为重要抓手，拓宽搬迁

群众致富渠道，促进稳定增收，确保搬

迁群众“稳得住、融得进、能致富”。

全力以赴稳就业。当地按照“搭建平台对接一批、园区

企业吸纳一批、就业车间稳定一批、以工代赈安排一批、增

设公岗兜底一批”落实就业稳岗措施，有力促进了搬迁群众

稳岗增收。

千方百计兴产业。当地出台政策措施，支持大户流转搬迁

区域土地山林，扶持分散安置户和有条件的安置点发展特色种

养，落实脱贫攻坚委托帮扶项目分红，实现产业发展全覆盖。

2022 年，针对后续扶持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湘西

州制定了加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从

稳定就业、发展产业、完善配套等六大方面发力。当地持续

加大后续扶持投入，安排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7500
余万元，重点支持就业稳岗、特色产业发展。同时，安排州

财政预算资金 1400 余万元，对安置点管理运行、“微菜地”

建设等给予奖补。

目前，湘西全州有就业意愿的易地搬迁群众就业人数

持续稳定在 3.75 万人以上，有劳动力家庭平均 1.9 人就业。

2022 年，湘西州搬迁群众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 17271 万元，

同比增长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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