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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江苏省、南京市及江北新区三级检察院联合江

苏省委社会工作部、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南京江北新区卫生

健康和民政局，联合举办“携手关爱 共护未来”检察开放日

暨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工作服务主题宣传月活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及民政、教育、共青团、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社工等各

界代表 40余人出席，旨在凝聚合力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江苏省暨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工作服务主题宣传月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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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检察机关坚持品牌

建设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互融

互促，自 2024年 1月倾心打造省
域未检品牌“苏小蓝”，逐步推动

形成了以全省统一的文化品牌、

队伍品牌为龙头，各级各类工作

品牌竞相绽放的良好局面。活动

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苏小蓝”省

域未成年人检察品牌建设成果，

重点介绍了南京市鼓楼区“青雁

未成年人关护团队”、无锡市梁

溪区“海豚之家”未成年人心理

援助团队、昆山市涉案未成年人

心理评估团队等 10 个未检社会
支持团队建设情况。

活动发布了优秀案例项目

征集、学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试

点、实务课程库建设、专业人员

示范研修班等四项 2025 年度江
苏省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工作服

务重点事项。

与会嘉宾还实地参观了南

京江北新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一同聆听了由检察官、社工代表

分享的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法

治故事，从矫治帮教、心理疏导、

法治教育等不同维度，全面了解

检察机关与社会工作部门在未

成年人保护领域协同履职的实

践成果。

“‘检察+社工’联动模式充分
彰显了司法温度与社会关怀的有

机融合，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生

命力。”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

语学校副校长李鸿彬建议，检察

机关进一步联合社会工作、民政

等部门推动法治副校长工作由覆

盖向增效转变，构建常态化、规范

化的联动机制，继续关注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司

法保护与社会支持无缝衔接。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

务，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预

警器’，落实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司法原则的‘融合剂’，也是未成

年人保护体系的‘连心桥’。”江

苏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叶智

勇表示，要以更优品质、更强合

力、更实保障、更浓氛围提升未

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的公

信力、聚合力、穿透力、感染力，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法治的阳

光下快乐成长、健康成材。

“全省已引入 140 余个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2500余名司法社
工参与未检办案，实现各设区市

全覆盖。”江苏省检察院党组成

员、副检察长席玉峰表示，要高

度重视社会工作服务对促进提

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专业

化水平的重要支撑作用，因地制

宜积极吸纳专业力量参与检察

工作；进一步拓展司法社会工作

服务范围，实现司法社工多维

度、全过程参与检察机关未成年

人犯罪预防和权益保护工作；找

准地区品牌建设与司法社会工

作服务相契合的着力点、发力

点，巩固提升司法社会工作服务

质量和效果；自觉深化与社会工

作部门及有关单位的务实合作，

携手推动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可

持续发展。

活动中，南京市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章润介绍了南京市

检察机关与社会工作部门开展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南京市

检察院与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

共同签署《关于深化司法社会工

作的合作协议》。未成年人保护

领域社会工作专业领军型人才

代表、专家学者分别结合工作分

享经验体会、提出意见建议。

渊据新华网冤

“大家注意调整节奏，我们按

拍子一步步来……”每到周末，山

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冶街道帝华

鸿府社区都热闹非凡。在青年志

愿者的组织下，社区的“济漂”老

人齐聚一堂，参加“为爱加点唐”

活动。义诊、合唱、手工、手机课

堂、老年棋牌……丰富多彩的活

动，让老人沉浸其中。

活动组织者是山东青年政治

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

作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结合学校

社会工作特色专业优势，志愿者利

用周末时间入户探访，针对社区老

年人需求开展健康宣讲，为老年人

提供“城市生活锦囊”，开展兴趣小

组，帮助社区老年人拓展社交网

络，建立老年人自组织，提升老年

人幸福感和适应能力。

社区的刘阿姨感慨，这样的

活动让她在陌生的城市里再一

次拥有了“老伙伴”。

近年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依

托社会工作专业资源优势，以志愿

服务项目为载体，坚持深化“校地

融合”共建合作，链接校地资源与

社区服务需求，打造“社工+志愿服
务”新模式，为破解基层社区治理

“小马拉大车”难题赋能增效。

发挥专业优势
挖掘治理需求

志愿者调研了一社区 530

户居民，其中 385 户有从外地来
济南帮子女照看孙辈的老人。面

对城市的车水马龙、高楼林立，

他们常感到孤独、无措；面对与

子女育儿观念的不同，他们感到

疑惑、苦闷；面对社区里陌生的

人群，他们感到拘束、紧张……

个体、家庭、朋辈的困境让他们

的城市融入“难上加难”。

如何破解社区老年人的融

入问题？社区工作人员起初也无

从下手。

该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带

着学生进入社区开展“社会服务

项目设计”专业课程，通过前期

调研评估以及服务项目设计，针

对“济漂”老人城市融入服务项

目的课程作业最终落地社区。

这一项目以社区社会工作

者与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志愿者

为主要服务提供者，通过多元活

动精准对接社区“济漂”老人需

求，联动各方资源，系统化、持续

性地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协助

“济漂”老人完成心理调适，更好

地融入城市生活。

与此同时，学生志愿者在服

务过程中培养了专业情怀，增强

了专业认同，解决了服务对象的

难题，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青春

动能。

“老人的认可让我对志愿

服务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

开始慢慢熟悉和理解‘社工+志

愿服务’的工作模式，也让我再

一次体会到社会工作专业的魅

力。”作为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第十九届晨之曦社工协会的负

责人，李光辉是这一志愿服务

项目的践行者，今年已成为东

北石油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一

名准研究生。

“自 2021 年起，我们一直在
探索‘社工+志愿服务’模式，山
东青年政治学院师生立足专业

为我们设计‘为爱加点唐’项目，

解决了‘济漂’老人社区融入的

大难题。”看到老人和子女都很

满意，唐冶街道党工委书记李琰

赞不绝口。

深入基层社区
彰显服务温度

当再次面对这些老年人，带

着项目走进社区的志愿者不再

“手忙脚乱”，在社区实践平台，

他们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

势，为社区“济漂”老人开展个

案、小组以及户外培训等专业服

务，他们有温度的服务为“济漂”

老人带来了融入城市的新可能。

“让学生走出校园，到广阔

的基层扎根，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开展有意义、有项目的志愿

服务，不仅是一次专业实习，更

是思政课的‘活教材’。”该校团

委书记孙明岳说。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依托志愿

服务项目孵化基地（山东）、中国

志愿服务研究中心山东分中心、

山东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研究培训中心、山东省志愿服务

研究基地等重点理论研究基地，

为师生开展志愿服务项目提供丰

富的研究平台和实践场域。

不仅如此，该校还组织师生

参与志愿服务前沿理论学习研

究，并用理论研究指导志愿服务

项目实践，以更加专业化、精准

化的志愿服务提升社区治理实

效，提升青年志愿者的服务能力

和专业素养。

近年来，围绕基层社区治理

需求，该校培育孵化了多项专业

志愿服务项目，打造了“舜风化

雨”大舜文化宣讲志愿服务项

目、“一路‘童’行”志愿服务项

目、“悦享桑榆”社区文化养老志

愿服务项目等一批具有品牌效

应和社会影响力的志愿服务项

目，在济南市多个街道、社区的

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还设立

校外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将专业

方法与服务能力相结合。通过志

愿服务“双选会”，在了解社区需

求的基础上做到了社区“点单”，

服务“派单”，学生发展的内生动

力得以逐步激发，育人宽度得到

有效延展，学院“人人都是志愿

者”的良好氛围已初步形成。

探索模式落地
提升治理实效

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将老

年人生活所需转化成公益产品，

形成系列“城市锦囊”，将“社工+
志愿服务”的服务成果惠及更多

社区。

正是志愿者多次深入社区

开展的志愿服务，改变了陈军阿

姨原本单调的生活，让她不再拘

束，并且“独当一面”带领社区老

人建立自服务组织。目前，该项

目已形成 30 余支“济漂”老人的
自服务组织。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

魏艳菊表示：“我们长期坚持‘地

方性、应用型’定位，服务社会经

济发展，为社会培养具有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引领青年学生以志愿服务为

载体，紧密结合社会工作等优势

特色专业，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经

风雨、见世面，作贡献、长才干。”

接下来，该校将继续深入基

层，深入调研志愿服务实践中的

现实问题，进一步探索“社工+志
愿服务”模式、工作体系和运行

机制，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专业

在志愿服务中的作用，使之成为

青年学生人人参与、人人实践的

自觉行为，为基层社区治理赋能

添力。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探索“社工 +志愿服务”模式

青春出动为基层社区治理赋能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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