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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系国家发展之大计，关人民群众之民生，社会工作要积极地、创造性地参与乡村振兴。本文以

农村社区治理与发展中的困境展开讨论，总结了当前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措施和不足之处，

并就当前社会工作在农村的实践困境提出建议与展望，力图促进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研究，助

力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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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major pla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people’s li-
velihood. Social work should actively and creatively participat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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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in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summarizes the meas-
ures and deficiencies of current social work participating in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puts for-
ward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for the current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social work in rural areas, 
and tries to promote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social work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elp the de-
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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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2021 年是继全面小康社会后步入新发展阶段的开篇之年，也是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百周年。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将成为发展国内经济循环体系最稳固的基本盘。乡村要发展，潜力后劲在“三

农”，基础支撑在“三农”。因此，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成为应变局、开新局的“压

舱石”。另一方面，相较于城市发展，农村建设一直相对滞后，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对实现城乡一体

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同社会工作发展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 2020 年 12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内容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大力培育农业科

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并提出要搭建社会工作和乡村建设志愿服务平台。《草案》以

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培育社会工作人才、搭建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2021 年 2 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也提出了“加强农村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要求。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为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发展方向，

是新发展阶段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指南。3 月 15 日，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王思斌教授在乡村

振兴公益讲坛直播中指出，社会工作十多年的发展经验证明，可以在做好乡村公共服务、社会救助、社

会福利服务、弱势人群关爱等方面作出专业化的贡献。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在于：专业价值观，专业情

怀，深入村户，尊重服务对象，解决实际问题，发展服务对象能力，协同乡村组织促进村庄治理。 
基于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地位与积极作用，本文收集整理本土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建设与基

层治理的经验措施，并就其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与困境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为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

兴与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提出可行性建议。 

2. 当前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措施 

2.1. 链接社区资源，提供整合性服务 

在农村社区，村民委员会是管理社区、提供基层服务的主要承担者。但由于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及艰

巨性，基层干部很难兼顾到每个人的利益。而社会工作恰好具有整合社会资源、为不同人群提供多层次

服务的优势。在农村，通过基层社会组织及社会服务机构的链接，社会工作者可以充分对接现有资源与

有需要村民，满足其资金、技术、资源的匮乏，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实现乡村资源的有效利用。在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村民文化程度不高，即便得到政府资金拨款救助，也很难使资金得到有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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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社会工作者主动带领村民找特长，并根据自愿报名原则确定产业帮扶人员，带领村民因地制宜，根

据地形种植坡地桃、中药材，在桃树下放养鸡、养殖中蜂，并逐步拓宽销售渠道，建了销售中心和扶贫

超市实体店，试点扶贫超市所在地的居民可以直接购买天然无公害的产品，实现了农户与市场的直接对

接[1]。乡镇政府则来定期发放产业补助与监督产业发展情况。通过收入的提高与居民就业技能的增强，

给村民树立了通过自我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 

2.2. 提升居民文化素养，改善乡村旧俗 

打造优良乡风文明，提升居民文化素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消除居民以往那种“贫困

最光荣”、“一代穷，代代穷”、“坐享其成等救助”等不正确的思想观念。树立新时代新发展的理念，

定时开展国家有关乡村发展的政策并解读给村民，了解国家时政大事，抵制迷信观念与谣言，做新时代

的主人翁。同时，积极开展传统文化的阅读活动，举办文化节，陶冶居民情操，满足乡村居民的精神文

化需求。在黎平县双江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在 3 名社工系教师的督导下，招募了大量社工系学生开展驻

校社工服务，为当地学生开办儿童成长小组、儿童琵琶歌队等兴趣小组，开展民族文化汇演等活动，丰

富学生课余及假期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还举办了亲职教育工作坊，促进家长家庭教育

能力提升。 

2.3. 关注弱势群体，健全社会支持体系 

我国农村弱势群体众多，受教育程度偏低，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仅有少部分人能得到妥善安置

与照料。以残疾人为例，根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资料调查，我国农村残疾人达 6225 万人，占全国残

疾人总数的 75.04% [2]。若无外力干预，农村残疾人很难通过自身能力改善自我的生活质量。社会工作

的参与，可以有效促进残疾人的能力建设，改进其生活质量，提高其就业能力。在武汉市，有社会工作

机构通过调查农村残疾人需求，与残疾人专职委员进行合作，充分利用、整合残联、村委等资源，挖掘

大学生志愿者群体，号召各方人员及各个群体都共同参与到农村残疾人服务中来，同时，还将农村残疾

人家庭也纳入服务的范围，为其提供专业服务，使得农村残疾人服务更为全面，通过微观个案服务与社

会支持网络构建，确保了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残疾人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3]。 

2.4. 培育社区居民领袖，提升居民社区参与意识 

乡村振兴的主体在于农民，促进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提升居民幸福感至关

重要。农民话语权的实现，对于维护农民权益、实现民主治理有重要意义[4]。社会工作参与基层农村社

区治理，离不开底层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为此，社会工作者组织村干部、长者、志愿者等成立治理委员

会，为乡村建设献言献策，引导村民有序参与集体活动，激发居民主体参与意识，化解居民个人矛盾，

团结村民力量，培育社区资本。在山东省 H 村，社会工作者协助当地成立乡贤会，采取“村两委 + 乡
贤”的形式，发动村民参与自治，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5]。 

3. 限制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与建设中的困境 

3.1. 自然与人文环境的限制 

社会工作在乡村的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对社会工作专业了解的人并不多。相较于城市相对完备的基

础设施，乡村地区的自然环境大都比较恶劣，基础设施更为落后。社会工作者进入乡村地区后，衣食住

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物质生活条件差，巨大的落差感使得很大一部分社会工作者不愿意进入乡村进

行服务，尤其是一些来自大城市的社会工作者[6]。另一方面，农村社区有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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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伦理关系使得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很容易陷入多重伦理困境，除了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可

以从容应对，实务经验尚不丰富的从业者可能对农村社区怯而止步。此外，伦理抉择也影响着社会工作

者介入。 

3.2. 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与人才的缺失 

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大多依托于社会服务机构与政府的购买服务。在农村地区，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

限制，对社会工作的服务购买较少，也缺乏相应的引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政策，导致社会工作人才外

流至大城市。社会工作机构属于非营利机构，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与支持，就会发展缓慢甚至中断服务。

种种原因致使农村社会工作方面存在极大的人才短板，人才作为服务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它的短缺

必然导致服务难以为继。 

3.3. 服务内容定位不清晰，缺乏工作动力 

社会工作有着专业的知识架构、价值理念、服务方式与活动目标。在农村开展服务时，由于服务群

体问题与需求的多样性，社会工作会开展多种服务与链接各种资源对服务对象进行综合介入，这是由于

社会工作在实务场景对所学知识运用的灵活性所决定的。因此，在农村，社会工作者所开展的服务会呈

现碎片化、分散化的特点。过多的行政性与志愿性工作会使村民觉得社会工作者所开展的服务不专业，

没有成效，模糊其与日常服务的界限，质疑其专业性。与此同时，社会工作在服务过程中容易受到政府

行政性工作与村民志愿性工作的干扰，模糊其服务的专业性，丧失其独立性，继而导致对自身工作定位

失衡，丧失工作动力。 

3.4. 服务缺乏整体性与连续性 

当前社会工作在农村的服务侧重于特殊个体、困难家庭与弱势群体。这样的逻辑强调的是介入的具

体化、对象化、概念化，但忽视了社会工作的整体性功能特征，封锁了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拓展，未能

全面发挥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价值意义[7]。此外，由于社会工作开展服务具有时间限制，一旦服务

目标达成，社会工作者便会与服务对象断开专业关系，不再继续提供服务，致使服务的连续性不强，很

容易使服务群体再次回到之前的窘境。此外，服务的中断也可能因为政府购买服务的中断而终止。社会

服务机构属于非营利性组织，缺乏自身造血功能，容易因为外部环境变化导致服务被迫中断。如果不能

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与服务场所，服务的长效性很难得以展现。 

4. 建议与反思 

4.1. 推进本土化社会工作的发展 

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技能与知识对于农村基层服务的改进与文化的建设具有很大意义。但由于目前专

业社会工作者的匮乏，需要培育较之专业社工更稳定更接地气的本土农村社会工作者。2021 年 3 月 2 日，

民政部举办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2021 年度第一季度调度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民政厅(局)以视频会方式汇报了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进展情况。伴随社工站的建设与完善，要大力发展

农村骨干力量如村干部、年轻党员等等加入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虽然他们专业知识欠缺，但也能发

挥独特的优势：他们扎根于本土的文化背景，他们有服务农村的意愿；他们有一定文化基础且乐于接受

新知识；他们了解本土乡风民俗和风土人情，熟悉本地文化。因此，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不仅

需要建设专业人才队伍，还需要培育本土人才队伍。这种方式在实施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中，已经不同程度发挥作用，支持与培育这些地区人才发展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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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社会工作在农村的认可度 

在我国农村，大多数人对于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感到陌生，他们不知道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更不会

主动去寻求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当农村居民在生活遇到困难或困境时，第一想到的会是求助亲戚邻里，

然后是村委会，最后是政府。为了让社会工作更好地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与建设，民政部于 3 月 12 日召开

会议商讨了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介入，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社区建设，

鼓励和支持乡贤和各界社会人士参与农村社区建设，推动形成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三社联动”工作机制。除了制度政策的保障，社会各界也应该对社会工作的理念予以宣传，以村委会、

社区的形式开展讲座、大会、活动的形式，让社会工作走进农村，让社会工作服务于农村。 

4.3. 加快建立社会工作服务站，依托机构提供专业化整合性服务 

目前，为了促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农村地区开展服务，民政部已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尽快出台

地方性的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计划并督促实施。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势必会吸引社会工作人才走进农

村，服务农村。同时，地方政府也要尽快配套相应的社会工作人才福利待遇，让社会工作“走的进来、

留的下来”。本土社会工作人才的招募与培训也应该提上日程，在专业社会工作的督导与培训下，一同

参与基层农村治理与服务。随着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壮大，开展服务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与细化，

避免资源的浪费与服务的重复，将社会工作的服务贯穿于乡村治理与建设的整个过程中。 

4.4. 加强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能力建设，提升解决问题能力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要有针对性地增强自己的能力。了解当地政府包括民政部门的工作内容和程

序，协助政府做好社会救助、社会服务等工作；了解当地社情和文化，善于和能够与乡村干部合作，参

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建设乡村的互助网络；了解当地的生产知识，可以在发展“新集体经济”中发挥作

用；善于链接资源(政策的、各部门的、村内外的)，发展乡村社会资本；要链接、协调多方力量(教育、

卫生、工青妇等)开展工作，责任共担、成果共享；协助培养本土社会工作人才，推展专业社会工作。 

4.5. 建构以共享发展为核心的服务理念，精准、持续提供服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仅依靠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与基本公共服务是不够的，必须兼顾村民的物质需求

与精神需求，提升居民的文化、教育、技术、经济等多方面能力的共同发展，建构以共享发展为核心的

服务理念。要做到这些，必须植根于乡村的具体实际境况、现实场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有针对性地

开展特色服务。通过弱势群体救助、就业技能培训、特色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乡风文明培育等核

心路径来实现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动力重构。在此过程中，依靠着政府政策与社会工作服务站的支

持，社会工作者也能长期稳定地开展服务，使服务效果精准化、持续化、长久化。 

5. 结语 

相对于其他相关专业或非专业的活动而言，社会工作最为核心的优势在于其助人自助的价值观念、

科学艺术的工作方法和理性务实的服务风格[8]。社会工作者更愿意以发展的眼光来发掘农村资源，激发

农民的潜力，并在适当的时候为其提供可以发挥的平台，提升村民参与的能力与积极性，促进社区整体

良性循环发展。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脱贫攻坚战等实践已经证明了社会工作专业在促进乡村建设与发展中的巨大作

用。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工作必将在促进乡村

现代化、建设美丽新农村的任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我们要发展乡村社会工作，依托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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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务站平台，将弱势群体的服务与乡村发展相结合，以发展共享眼光促进乡村治理与现代化。另一

方面，我们要保证基层农村社会者的福利待遇，完善基层社会工作者的服务体系，推动乡村社会工作的

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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