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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教育”感化人心

所谓同伴教育， 就是通过有相同

特殊经历成员之间的信息分享从而达

到积极、健康的结果。 如今，同伴教育

这一模式已经被广泛运用。

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自成立

之初起就开始关注同伴教育。 2007 年，

“涅磐重生同伴辅导教育小组”成立。截

至目前， 该小组已经成功举办了四期，

共培养了 36 名同伴辅导员。这些年间，

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还通过吸纳戒

毒人员家庭及社会各界参与，通过艺术

治疗等多种康复方式，为戒毒人员提供

心理支持和情感疏导。

对曾经有过吸毒经历的人来说，戒

毒过程中同伴的支持十分重要，成功戒

毒人员的榜样往往能引起正在戒毒者

的共鸣。与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一

样，上海市禁毒志愿者协会也十分注重

同伴教育。 协会的工作人员中， 有近

75%曾经有过戒毒经历。正是基于如此

特殊的经历，他们更知晓戒毒人员的真

实需求， 也更容易打开受助者的心门。

“你现在经历的一切，我都曾亲历。 ”共

同经历而引发的共情让这些戒毒者对

协会的工作人员十分信赖，也使得禁毒

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

新颖话剧助力禁毒知识传播

突如其来疏离的亲情、 爱情和友

情，过往建立的一切人际关系都面临瞬

间崩塌的危险———这是一名曾经有过

药物成瘾经历的年轻 IT 工程师面临的

困境。 在一次与同事出差的过程中，他

曾经的药物成瘾经历意外曝光。一时之

间，流言满天飞，他陷入迷茫，不知未来

该何去何从。 就在此时，“回归之家”的

社工出现在他面前。他们不断劝说和开

导这位年轻的工程师，最终让他面对真

实的自己，重新回归并融入社会。 这部

名为《寻求》的公益话剧生动刻画了药

物成瘾者回归正常生活之路， 看到结

尾，许多观众的眼角不禁湿润。

据了解，这部公益话剧由上海市禁

毒志愿者协会出资赞助，目前已在上海

各区演出了 28 场，社会反响良好。工作

人员表示，话剧的传播方式更容易直击

人心，能呼唤更多人关注这一群体。 这

出话剧的演员大多是戏剧学院的学生

和热心文艺的白领青年。目前该话剧主

要采取巡演模式，有需求的街镇通过向

禁毒志愿者协会“下单”，再由剧团上门

演出。

发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戒毒康复是综合性的社会工程，帮

助戒毒人员彻底摆脱毒瘾，顺利回归家

庭，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如何发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禁毒

工作， 这是许多禁毒志愿者组织一直思

考的问题。 上海市禁毒志愿者协会去年

成功举行了“弘扬井冈精神·推进社会治

理” 慈善公益筹款活动。 一个个动人故

事， 感动了一批此前对志愿禁毒工作还

感到陌生的企业家。他们通过认领项目、

拍卖藏品、现场捐助等多种形式，最终成

功募集了 130余万元的善款。

今年 6 月 26 日，黄浦区“乐蜂”邮

政业青年禁毒志愿者团队成立，这是全

市首支邮政业的禁毒志愿者队伍。这些

快递员志愿者们可以充分发挥邮政业

优势，在收寄快件时向市民们发放与禁

毒相关的宣传资料，宣传毒品对人们造

成的危害。

下图：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通过

吸纳戒毒人员家庭及社会各界参与，为

戒毒人员提供心理支持和情感疏导。

摄影 本报记者 袁婧

助力戒毒康复人员
回归社会

就业是许多戒毒人员走出戒毒所

的第一道关卡，一份稳定的工作往往能

帮助他们重塑人生、融入社会。今年 6月

26日的“国际禁毒日”，一场特殊的招聘

会在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内举

行，沪上 61家企业面向即将离开戒毒所

的人员提供了 400余个就业岗位。 从销

售人员、电话客服到车间工人、物流操作

员等， 此次招聘会涵盖了诸多行业和领

域。招聘会现场，共有 205人与相关企业

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 这一数量几乎达

到了现场求职总人数的一半。

据介绍，为了这场招聘会的顺利举

办，上海市戒毒局与上海市人社局就业

促进中心携手进行了诸多准备工作。据

上海市人社局就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沈

浩介绍，为了这场招聘会，双方工作人

员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筹备。 首先，

戒毒所对戒毒人员的就业意向进行调

查排摸，了解他们的岗位意向、薪酬预

期，并将这一数据进行汇总反馈。此后，

上海市人社局就业促进中心根据所获

得的就业需求信息，联系、挖掘能够提

供相匹配岗位的用人单位。这场为戒毒

人员度身定制的招聘会最终不负众望，

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为了能够让戒毒人员拥有一技之

长， 使其今后的求职之路走得更为顺

畅， 上海市戒毒局与上海市人社局就

业促进中心还签订了合作共建协议 ，

共同探索促进戒毒人员就业的长效工

作机制。

其中，“就业信息发布角”是该共建

协议中的诸多亮点之一。据介绍，“就业

信息发布角”将定期为戒毒人员提供最

新的“乐业周刊”等报纸、杂志，使其能

够第一时间了解外界的人力资源市场

动向， 从而调整自己的个人求职定位，

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而

针对那些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仍不清

晰的戒毒人员，在上海市人社局就业促

进中心的协助下，上海市戒毒局还将引

入 “职乐通 ”系统 ，通过有趣的互动游

戏， 让戒毒人员进行职业倾向自测，从

而明确自身的择业定位。 此外，为了进

一步提升戒毒人员的就业成功率，本市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服务 “组合拳”也

将逐一引入戒毒所。 技能培训、岗位实

操、创业指导、定向推荐……一系列举

措齐上阵，为戒毒人员铺就一条更为平

坦的就业之路。

从就业促进政策、失业保险政策，

到择业渠道 、面试技巧 ，小小一本 “就

业一本通”带来了最实用的就业信息。

今后， 上海市戒毒局还将与上海市人

社局就业促进中心携手合作， 推动就

业促进工作贯穿戒毒人员进所出所的

全过程 ，提高岗位信息 、就业推荐 、安

置举措的覆盖面， 加强戒毒人员劳动

技能培训、就业能力培育、创业观念培

养等工作探索实践， 更好地帮助戒毒

人员就业创业、保持操守。

■本报见习记者 王嘉旖

“人生再起步时，
我们帮他一把”
开展同伴教育、 推出新颖话剧、 发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其中……在上海有这样一批志愿者， 他们多年在禁毒领域辛

勤耕耘。 从一开始不被人理解， 到如今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

主动加入， 上海的禁毒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点滴之举， 可以

汇成公益之海， 这些年间， 禁毒志愿者们帮助了许多吸毒人员

远离毒品， “人生再起步时， 我们帮他们一把。”

上海禁毒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为了推动引导更多有能力、 有资源

的社会组织服务社区、 参与社区治理，

长寿路街道成为普陀区内第一个成立社

会组织联合会的街道。

在实践过程中， 长寿路街道通过建

立以社会组织联合会党总支为枢纽、 社

会组织党支部为纽带、 党建联络员为支

撑的 “三位一体” 党建工作网络， 确保

在源头上做到 “底数清、 情况明、 强管

理”， 保证党建工作力度不断加强。 一

组数字勾勒出它的亮眼成绩： 目前， 长

寿路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党总支下有

12 个独立支部、 6 个联合支部， 共有党

员 120 人， 在社会组织联合会理事会层

面成立党的工作小组， 对街道辖区内的

160 家社会组织实现党的组织覆盖

100%。

在成立之初， 长寿路街道社会组织

联合会会员单位仅有 64 家。 发展至今，

这一数字已跃升

为 108 家。 在这

近乎翻番的数字

背后， 是什么吸

引着这些社会组

织不断加入， 成

为社会组织联合

会的一员呢？ 长

寿路街道的秘诀

在于将党建工作

与社会组织的业

务 工 作 有 机 结

合， 构建 “树立

政治导向→形成

价值示范→强化

内生驱动” 的党

建 工 作 良 性 循

环， 通过服务凝聚实现党建带社建同步

加强。 长寿路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依托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社区党校、 街道党

建共同体等 32 家核心成员单位， 有效

整合资源， 开展各类活动， 团结凝聚社

会组织正能量。

回归社会组织联合会的初衷， 无外

乎一个 “联” 字， 即联络会员、 联通资

源、 联建社区。 最终将这些社会组织留

住的， 就是这份联合之心。 普陀区许多

街镇的社会组织联合会积极为成员单位

创造条件 ， 搭建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平

台， 提升这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

能力。 吸取他人长处、 补上自身短板，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在联合会的平台上

迅速成长， 加速成熟。 比如， 在探索建

立起成熟的模式之后， 青创服务中心、

臻意雅创、 剪爱公益等一批社会组织还

陆续走出本街道， 实现跨区域服务和发

展。 社会组织在互相学习之余， 还可以

共享资源 ， 真正将公益效用发挥到极

致。 以宜川街道社会组

织联合会为例， 它不仅

为联合会成员单位提供

各类政府及企业公益类

招投标项目信息， 还鼓

励成员单位共享各自闲

置时段的活动场地。

联合会的联合之意

不仅于此， 在社会组织

之间的屏障被打破之

余， 社区居民与社会组

织之间的信息藩篱也被

进一步清除。 基层社区

最需要的民生订单， 可

以通过社会组织联合会

的平台精准递送到社会

组织手上。 有资源、 有

能力的社会组织再也不

必为缺少 “订单 ” 发

愁 ， 他们可以集中精

力 ， 投入更多的人力 、

资源不断提升自身的专

业水准和服务水平， 以更好地参与社区

建设。 普陀区内一大批涉及为老助残帮

困、 停车治理、 绿色环保、 文体活动、

亲子教育、 志愿公益、 便民服务等 “同

心家园” 建设项目， 在各街镇社会组织

联合会精准引导下， 实现了与社会组织

的有效对接。

未来， 普陀区还将不断总结经验，

推出升级版的社会组织联合会模式。 其

一， 增强粘合度。 加大社会组织联合会

粘合、 联动、 凝聚的功能， 提高其对社

会组织的凝聚力、 向心力； 其二， 提高

开放度。 增加区域范围内社会组织和项

目资源的开放性， 通过跨区域、 跨街镇

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 研究面向社会的

项目发布机制和平台， 使项目、 资源、

服务得到最大程度的交流和互通 ； 其

三 ， 提升满意度 。 结合大调研 、 大走

访， 进一步研究针对社会组织的评估办

法 ， 推动社会组织自律自治 、 提升能

级、 塑造品牌， 不断提升社区居民们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

本版图片除属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近年来 ，

普陀区不断探
索创新基层治
理模式， 许多
新做法、 新探
索 在 这 里 育
苗、 成熟。

社会组织成为社区治理有生力量

公益创新为社区组织搭建“服务矩阵”

2.04 平方公里的辖区面积内共拥有

21 个居民区， 华阳路街道的实有人口

约 10 万人。 在这些居民的背后， 潜藏

着的是数量庞大、 种类不一的社区服务

需求。 在社区里不断发芽、 生长的社会

组织， 已经成为华阳路街道创新社会治

理的重要力量。

目前， 为华阳路街道社区居民提供

各类社区服务的社会组织已达百余家，

公益性、 兴趣类的群众团队 107 支， 党

员志愿者工作室 16 家。 这些数量庞大、

活跃在社区里的服务机构应该如何有效

管理？ 早在 14 年前， 华阳路街道就设

立了华阳路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前

身是华阳路街道民间组织服务中心 ），

实现对四大类社区社会组织 （公益慈善

类、 社区服务类、 文体活动类、 专业调

处类） 的引领、 服务、 协调、 管理等职

能。 2017 年 12 月， 华阳社区社会组织

联合会成立 ， 并同步建立社联会党总

支， 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枢纽式党建的

指导和服务功能。 由此， 满足社会组织

各类需求的服务矩阵得以初现。

在华阳路街道的实践路径中， 街道

始终坚持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要

同步 “孵化”。 其具体做法是将党组织

组建等纳入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全过程，

社会组织在登记时同步收集党员信息，

只要具备组建条件的就同步组建党组

织； 尚不具备条件的， 则由社区党建服

务中心派驻党建联络员。 年检时， 同步

更新党组织和党员信息。 目前社联会党

总支下属共有 6 个独立党支部、 1 个联

合党支部、 3 个活动型党支部。

此外 ， 华阳路街道还始终坚持社

会组织规范化和党建标准化建设同步

推进 。 具体来说 ， 就是将社会组织等

级评估与党建工作同步开展 ， 探索建

立社会组织党建联动协同推进机制 ，

从而带动增加一批 3A 级以上的社会组

织 ， 推进提高其服务能力 、 规范运作

水平。

社会组织提供服务、 党建工作有序

开展， 绕不开的一个问题便是场地。 对

此， 华阳路街道创新性地打造了 “华阳

益家” 社区公益创新实践区实体空间，

同时盘活驻区单位、 两新组织以及楼宇

园区的资源 ， 建立美团点评 “白领 e

家”、 方糖小镇 “梦想中心”、 德必易园

“We Home” 、 长宁八八中心 “凝·空

间 ” 等公益站点 ， 形成辐射全社区的

“1+N+X” 共享空间。

据统计， 华阳路街道去年共开展公

益服务项目 40 个 ， 累计金额 229.6 万

元 ， 受益对象达 10.7 万人次 。 今年 ，

华阳路街道将继续有力发挥社会组织联

合会的枢纽式平台作用、 社会组织服务

中心的支持型平台作用以及社区基金会

的动力引擎作用， 不断提升社会组织在

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进一步扩大参

与主体 、 创新参与方式 、 拓宽参与领

域， 更好地服务社区、 商区、 园区、 校

区、 历史风貌区和艺术街区， 打造人们

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本报见习记者 王嘉旖

上图 ： 孩子们

在志愿者指导下 ，

学习为妈妈亲手制

作蛋糕。

左图 ： 午间一

小时， 是为楼宇园

区白领们定制的休

闲放松项目。

目前，为华

阳路街道社区

居民提供各类

社区服务的社

会组织已达百

余家， 公益性、

兴趣类的群众

团队 107 支，吸

引了各个年龄

段的社区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