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地生根：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

中山大学 张和清





200个站点所在镇（街）分布示意图（双百计划）



一、回归初心：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

• “驻村”——重回Jane Addams（1860-1935）社区睦邻运动，重拾“人民的
社会工作”。亚当斯理解社区以及社区居民的位置与观点（地位与所思所
想），其实就是“回到社区”本身，透过“与社区居民/受苦者共同生活”
来观察、聆听以及共同行动，借此回应社区居民/受苦者的需求，这是一种
以人为本的思维与实践（张英阵，2012）。

• “入户”——重回Mary Ellen Richmond（1861-1928）慈善组织会社，重拾家
庭友好访问，开创社会个案工作，调谐人与社会的关系。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重拾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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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态：社会福利服务的社会生态系统（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



小生态：社区工作社会生态系统（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



回归生活与扎根群众的社会工作

2014年墨尔本世界联合社工大会的定义：“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

是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学科。社会

工作的核心准则是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基于社会工

作、社会学、人类学和本土化知识的理论基础，社会工作使人们致力于解决生

活的挑战，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二、落地生根：“社工让社区更美好”



案例一：湖南通道洞雷侗族村驻村一年发生了什么？







驻村一年，驻村社工就是这样与怀化市和通道县民政局长报告：一年收获了
60多名妇女、儿童和老人家的信任和支持，大家可以一起谈心和做事；对
2000人的侗族大团寨知根知底，心中有数；团队相亲相爱；最重要的是找到
工作的抓手和突破口就是将社工站（村民废弃的吊脚楼）打造成为“社区学
堂”平台，凝聚妇女核心小组的力量，共同学习生态种植，文化传承，环境
保护和互助合作等，期望第二年村民与社工合力一起行动，守护乡土文化，
让留在家乡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家有尊严有信心，让漂泊在外的游子安心回
家，愿意在家。



案例二：从化仙娘溪+乐明——整村发展计划（7年）





妇女节：说说我们村的“八仙娘”（阿文）







• 妈妈加入的“八仙娘”小组，是绿耕在我们村发育的第一个村民小组，也是第一个
妇女小组。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木头砍了（成立了水源保护区，不给上山砍木头），
村民开始在家种果树。阿姨们就一边管理果园，一边开始慢慢经营乡村旅社。自
2010年，八仙娘从无到有，从不会到独立自主，通过合作劳动，合作经营的方式一
路走来，经历过各种酸甜苦辣，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妈妈和其他几位阿姨，一起
合作做事，一起变化，看到的是一位位普通妇女鲜活丰富的成长历程，她们变得越
来越开朗，越来越自信，也认同她们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 如果不是这段时间坐下来，去写这篇文章，或许我没有这么多的感受。如果以有
“八仙娘”小组为一个分界线，把生活分成两头，一边是过去我跟着妈妈，跟着阿
姨们一起上山砍木头的艰苦生活，虽辛苦，但对于那时还小的我而言，也充满了很
多开心的回忆，即使是那个时候种花生种到哭，拉木头拉到怕，现在回想，也觉得
是一种乐趣；另一边是妈妈和阿姨们组成了乡村旅社后的生活，在这期间的生活里，
我看到阿姨们一步步做旅社，阿姨们不用上山做苦力，旅社也有一部分的收入，她
们有机会到处去学习，认识很多人，还开始跳舞了，也变得开朗自信了很多。当然
我也长大了，也开始懂事，时不时会去看回生活的变化。从过去到现在，生活总的
来说是慢慢变好的。

• 最后，借着妇女节，祝阿姨们节日快乐！



2009年，绿耕社工来到我们村。那个时候，社工常常在村里走，有时会经过我家，村民都很热情，邀请他们喝茶，
聊天，有时也会问到他们来这里做些什么。来的次数多了，就慢慢跟我们熟悉了。妈妈跟其他阿姨也是那个时候，
开始跟着社工们一起做事情。也就有了后来的乡村旅社，有了“八仙娘”。

八仙娘成长记：

• 2010年，绿耕与妇女们结缘，组成乡村旅社妇女小组。最先的七位成员，大家熟悉的”七仙女“；

• 2010年：乡村旅社营业，接待第一批游客，阿姨们最深刻的印象是：第一次分钱分到晚上2点，每人分了一斤鸡翅
的钱（十二三元），确定分工。

• 2011年：“七仙女”到“八仙娘” 。

• 2011年9月：外国学生来到村子里了，阿姨说：“以前连人都少见，现在还见到了外国人”

• 2012年：重修祠堂，妇女小组打理祠堂公共空间。“我们方便了很多（做饭），不用到处找地方搭台吃饭”“整
个村子吃了一天，是村里最热闹的一天” 。

• 2012年：小组共同租地，种水稻、蔬菜，共同劳动，种生态的产品。

• 2012年：小组使用公益金做好公共卫生间，风水池的修缮。

• 2013年：投票选“组长”，重新分工合作，合作越来越顺畅。

• 2013年：乡村旅社妇女互助小组独立经营，自己做”老板“。

• 2014年：妇女当“代表”。

• 2015年：阿姨们开始跳舞了，也带动村里其他妇女跳广场舞。

• 2016年：阿姨们和我们村的其他村民小组有更多的合作。



三村共度佳节







2017年的大年初一，乐明村举行了一场由乐明村委、广东绿耕乐明社工站的妇女之家联合主
办乐明、石明、仙溪三村联合的迎新春文艺活动，该活动得到了广大村民的大力支持和充分
的肯定。 这次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欢呼声、鼓掌声不绝于耳。既有咚咚的锣鼓声，又有欢
快的广场舞；既有小朋友的滑轮表演，又有老少咸宜的游戏等等。 本次活动，处处洋溢着一
片欢乐祥和的盛世气氛，展示了广大村民快乐、自信、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风貌，更加体现
了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安康和幸福。 我想和谐并不只是物质生活的富有，精神粮食的满足也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愿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更加幸福！”

（何石太阿叔是乐明村村民，在亲身经历了大年初一那么热闹的一天后他用了15分钟的时间，
由他来口述他儿子用手机写下了这段话）



活化了妇联的基层妇女之家，尤其是推动底层妇女行动起来，反而激活了村
妇联主任，最终长老和村委会也行动起来，乡村充满活力和希望。由此可见，
社工依托及激活妇女之家等体制内公共资源，组织留守的妇女老人儿童行动
起来，形成整个社区（整村）妇工（群团力量），长老（乡土文化力量），
村委会（体制力量），村民（主体）联动起来，大家齐心协力迈向乡村复兴
与善治，不仅是经济，最重要是基层政治、传统社会文化和民心在变……这就
是我们所说的多元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