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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社区重建中社会工作介入的原则
文 , 群

灾后重建是多层面的 , 既涉及物质性的

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人们 尤其是因灾致

残人士 的生理康复 , 也涉及人们的心理调

试、生活方式调整、家庭和社区关系重建等

诸多方面。社会工作介人灾后重建的一个重

要内容是协助人们的社区关系重建 , 以促进

社区互动、形成社会支持、凝聚社会资本 ,

使人们通过社区互助实现自助。笔者根据作

为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复旦大学服务队第二

批领队在都江堰市城北馨居祥园援建的经

验 , 谈一谈对社工介人灾后社区重建原则的

认识。

如 , 有人可能会把灾后援建视作一次提升专

业地位和形象的良机 , 在服务方案设计和实

施中添加许多不必要的作 “秀”成分。虽然

这种做法可能出于 “公 ”心 , 对居民也没有

重大伤害 , 但同样是把满足居民需求当成了

手段 , 在价值观和伦理层面上值得商榷。

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是社工介入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社会工作是回应人类需求的专业。社工

介人灾后社区重建要始终把满足社区居民的

需求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 , 满足居民需求

是目的 , 而不能成为手段。比如 , 有人可能

会把到灾后援助视作一次收集资料的良机 ,

将研究当成了头等大事。虽然这些研究可能

在客观上有利于以后的灾区援助 , 但是这样

的做法却把满足居民需求当成了做研究的手

段 , 违背了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伦理 。又比

发掘和整合社区资源 , 注重工作
的可操作化 一

要回应居民需求,需要资源支持。社工 一
除了所属机构的资源夕卜,更要注意发现社区 一
资源。首先 , 社区中或社区附近可能还有其 一

他人类服务机构 如心理咨询站、医院、学 一
校 , 可以尝试与他们建立跨专业的合作关

系 , 将有需要的居民转介给他们。其次 , 社

区居民中也有许多当地的 “能人” 如私营

企业主、文化名人和党政官员 , 他们热心

社区事务 , 可以通过他们的社会网络寻求很

多本地资源支持。特另是 , 当地党委和政府 一

包括体带内的居委会,是社区重建的强大 ⋯
后盾和资源来源 , 要保持好与他们的沟通 ,

积极争取他们的认同和支持 , 有时候还可能 一

要配合当地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这些工

作未必都是社工的专业工作 。但是 , 必须

要认识到是依靠当地党委和政府工作 ,决不能

代替他们工作。

在整合资源后 , 要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干

预项目或服务 , 这时必须注意可操作性。有

时候一些理念和理论很好 , 但是往往缺乏将

它们转为实际行动的条件。因此 , 必须实事

求是 , 因地制宜 , 先易后难 , 先开展可以开

展的工作 , 然后再逐步创造条件加以改进和

完善 。比如 , 根据灾后安置点青少年的情

况 , 理论上可以设计和实施全面的青少年正

面成长计划。但是 , 由于专业力量和资源有

限 , 只能依据正面成长的理念先开展以提升

自信心为目的的青少年成长小组活动 , 待以

后时机成熟再逐步推进。

广泛动员居民参与 , 培养当地骨
干

社会工作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助人自助。

所谓助人自助 , 简单地讲就是社会工作者依

托专业技术协助服务对象进行自我帮助。从

外地来的社工终究是要撤离的 , 不能出现社

工一撤离 , 各项工作就停顿的局面。社工介

人的成功标志恰恰是社工撤离后介人效果仍

能长期持续 , 当地居民可以自主地推进社区

发展。因此 , 居民广泛参与不仅是社区工作

开展的重要基础 , 也是判断介人成效的标志

之一。传统的群众工作方法在这方面具有一

定的优势 , 只有真正地做到 “走百家门 , 知

百家情 , 解百家难 , 暖百家心 ” , 才能让居

民了解社工、亲近社工 、认同社工 , 才可以

在社工的引领下走出小家 , 融人大家。在发

动居民参与的过程中要注意发现和培养各种

社区骨干和积极分子 , 通过传帮带 , 让他们

成为社区重建的带头人 , 再通过他们去动员

和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现实中常用的一种

方法是组建居民文体团队 , 以此来发现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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