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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冯雅君

近年来，中国医疗改革持
续深入，医疗领域的社会慈善
力量作为医疗保障体系的参与
者，在患者的救助服务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有这样
一群人，他们沟通联结着医务
工作者和患者，奔波服务于医
疗机构和家庭，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医务社工。

3月 16日是第15个国际
社工日，当天，北京新阳光慈善
基金会、深圳市慈缘慈善基金
会等4家慈善基金会联合主办
了首届医疗慈善与医务社工发
展论坛，就领域相关政策和职
业发展经验进行解读分享。对
于医务社工在医疗系统中的独
特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
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张会平在论
坛上表示：“他们看到的不是
病，而是人。”

专注“疗心”的特殊白大褂

每周至少三天，湖南省人
民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驻科社
工站的医务社工刘卫会跟着医
生一起查房，更新了解每个患

儿的身体、心理、家庭情况。在
一次查房时，刘卫注意到一个
患儿的母亲眼眶很红，查完房
他便把这位母亲请到办公室，
得知孩子的姥姥刚刚因为癌症
去世。“家长的情绪会直接影响
孩子的情绪。”刘卫告诉记者，

“所以我对这位母亲进行哀伤
心理辅导，先为她提供发泄情
绪的场景，再为她平复心情。”

刘卫还记得一个来自湖南
农村地区的肿瘤患儿。家里人
说孩子入院前性格很活泼，但
入院后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不
愿意进食。刘卫便为患儿制定
了个案计划，引导患儿说出自
己的需求和想法，最终该患儿
顺利结束治疗。“去年底，这个
孩子回来复查，我碰到他了。
孩子的身体情况很稳定，已经
上一年级了。”刘卫话语间透着
欣慰。

长期致力于医务社工研究
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刘继同曾这样定位这一职业的
重要性：“他们是医师的助手，
护士的伙伴，患者与家属的朋
友，家庭的保护人，社区的组织
者，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合作
者。”与医生和护士不同，医务

社工为患者提供“非
医学诊断和非临床
治疗”，包括提供社
会支持、心理支持和
生活协助。

作为专业技术
人员，医务社工岗位
对从业者提出了一
定的知识和经验背
景要求。刘卫本科
就读社会工作专业，
加入北京新阳光慈
善基金会后专注医
务社工领域，先从事
患者的经济救助，后
被派驻到湖南省人
民医院。“当然这不
是成为医务社工的
唯一途径。”刘卫介

绍说，“但只要成为了医
务社工，知识和能力的提
升是不能间断的。”

工作多年，藏在刘卫
心里的最好认可并非来自
家长，而是来自一个患
儿。“他曾对我说：‘叔叔，
我长大了怎么才能成为你
这样的人去帮助这些小朋
友呢？’”刘卫回忆道。

人才队伍建设
需长期推进

据了解，中国的医务
社会工作最早出现于
1921年，即北平协和医院
建立并专设为困难患者
提供医疗救助的社会服
务部；上世纪80年代，曾一度
消失的医务社会工作逐渐恢
复；1984年，《中国医院管理》
杂志刊登《医疗保健中的社会
工作》一文，但被看作医学社会
学研究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着医务
社会工作的发展，同时，社工专
业教育为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
提供着人才保障。2006年，中
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
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同年，人事部和民政
部出台《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
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
试实施办法》，将社会工作者纳
入专业技术人员范畴。

“吸纳培养医务社工，不同
地区有着自己的特色探索和实
践。”刘卫告诉记者。2000年，
上海东方医院首设社会工作
部，随后，越来越多的社工专业
毕业生被医疗卫生机构聘用；
与上海发展模式不同，广东则
大多使用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
式，比如2008年，深圳民政局
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
公办医疗机构配备多名专业医

务社工。
2020 年 10 月，北京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
实施意见》。“在毕业生的社会
招聘、社会化购买服务之外，还
鼓励医务工作者进行部门转
岗，补充壮大医务社工人员队
伍。”北京市卫健委公众权益保
障处处长姚铁男表示，人才队
伍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全员
化的培训过程。

以专业水平提升职业认知度

今年 3月 16日不仅是第
15个国际社工日，也是湖南省
人民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驻科
社工站挂牌一周年的日子。在

“因为遇见你、世界多美好”社
工日主题活动上，来自院内外
的医务社工和志愿者参与了器
乐演奏、快闪表演、画作等活
动，刘卫作为社工代表分享了
自己的爱心历程。

记者从湖南省人民医院社
工办了解到，医院自2019年成
立社工办以来，逐步探索“医院
职工+医务社工+志愿者”服务
新模式，成为全省首家引入驻

科医务社工的医院。“医院一方
面和专业机构合作引入医务社
工，一方面鼓励医务人员考取
社工证，在日常岗位之外开展
工作。”湖南省人民医院社工办
主任翟文敬对记者说，“目前医
院有6人考取医务社工证，且
有3名合作基金会派驻的医务
社工。”

《儿童肿瘤诊断治疗》是刘
卫正在阅读学习的一本书，在
他看来，社工背景出身的医务
社工需要有意识地补充学习医
学知识；医务人员背景的医务
社工也要补充学习心理学、人
际沟通等知识。“有些患儿家长
仍会喊我‘义工’或者‘志愿
者’。我觉得不仅需要从社会
层面提升对‘社工’的职业认知
度，从业者也应努力提升自己
的水平，获得社会认可。”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翟
文敬表示医院可建立医务社
会工作实习基地，搭建医院与
院校对医务社工的联合培养
平台；此外可与提供医务社工
培训的专业机构合作，实现从
业人员知识和能力的持续提
升。（图片由湖南省人民医院
提供）

■中国城市报记者 马 源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可视门铃逐渐走进人们的视
野。这种携带监控功能的门铃
可以通过可视对话确定来访者
身份，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人们
的居住安全。但也有不少人反
映，这种可监控的摄像头会侵
犯到对面住户的隐私权。近年
来，涉及可视门铃侵犯隐私权
的民事纠纷层出不穷，关于安
装可视门铃的合法性问题也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家住浙江省杭州市某小区
的李越是某大学一名90后女
教师，平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居
住。为了自身安全起见，她于

今年1月份购买了一款可视门
铃，但没过多久，住在对门的邻
居提出让她拆除门铃。“单元门
禁总坏，而且长时间没人修，平
常很多人进进出出，我又是自
己一个人住，总觉得不安全。
所以我装这个门铃是出于安全
考虑，并没有想通过它来偷窥
别人的隐私，我认为这没什么
不妥。”李越说，“但对面邻居觉
得他们每天进出门，包括有时
候家门敞开去取快递或外卖都
被拍了下来，侵犯了他们的隐
私权。”

类似的纠纷普遍存在。家
住北京市昌平区某小区的许先
生对记者说：“我隔壁的邻居安
装了智能猫眼，一开始我也没

留意，有一次我从电梯出来，路
过他家门口时，听到语音提示

‘您已进入监控区域’，才意识
到我每天的行踪都被他人监视
着，感觉很不舒服。”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内一家
售有智能猫眼的小米产品专
卖店。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小米智能猫眼有AI人形
侦测、广角镜头和高清夜视
等功能，而且可以连接到手
机APP远程实时查看门前动
态，有人出现在家门口时，智
能猫眼会立即启动录像并将
消息推送到手机上，收录的
视频会进行加密处理上传到
云端，云端可以免费提供3天
循环存储服务。此外，记者

注意到多个品牌的智能猫眼
或可视门铃都有类似丰富的
监控功能。

居民能否私自安装可视门
铃？太琨律创始合伙人、律师
朱界平对记者说：“对于居民安
装可视门铃，法律并没有具体
的禁止性规定，但这并不表示
居民可以任意安装。居民要考
虑安装时是否侵害了他人的隐
私权、知情权等权利，如果侵害
他人权利，他人可以要求拆
除。目前司法实务中已经有邻
居以侵害隐私权为由要求拆除
可视门铃的案例，而且大部分
拆除可视门铃的诉求都得到了
法院的支持。”

同时，朱界平表示，虽然并

不是所有公共区域的影像都涉
及他人的个人隐私和个人信
息，但如果安装可视门铃可以
拍摄到的范围包括他人的家门
口、邻近的通道出入口等，并可
以录制、存储、回看到邻居家的
日常进出人员情况和时间，甚
至是他人房屋内部的情况，就
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权和个人
信息权益的侵害。

“智能家居行业健康发展
的前提是要得到有效监管，目
前，最重要的是制定相应规
范。就可视门铃而言，应当制
定生产标准，对产品的功能进
行必要的限制，对录制信息的
存储及传输服务提出安全保障
要求。”朱界平说。

私自安装可视门铃，是否侵犯邻居隐私

医务社工医务社工：：搭建沟通桥梁搭建沟通桥梁滋润患者心田滋润患者心田

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的小患者将自己的小心愿投放进心愿箱。

医务社工与湖南省人民医院医护人员
一起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