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团扇、 创意彩绘、 绘制灯泡和

玻璃瓶工艺 品……在 普 陀 区 长 寿 路 街

道， 社区居民、 辖区单位的白领， 不走

出社区就能以低偿或免费的方式享受到

这些社区课程。
在街道即将发放的 《社会组织公益

项目菜单》 第二辑中新推出了 50 个项

目， 涉及老龄关爱、 慈善帮困、 亲子活

动等多个领域， 受惠面覆盖到社区中的

各类人群。
据统计， 仅去年一年， 长

寿地区就新增了 30 家社会组

织。 截至今年 6 月， 长寿辖区

内各类登记的社会组织总量已

达 160 家。 社会组织数量增加

的 同 时 ， 结 构 也 不 断 趋 于 优

化， 以满足社区居民生活服务

需求为宗旨的各类社区服务类

及 艺 术 文 化 类 社 会 组 织 发 展

迅速。

抢课堪比
春运 “抢票”

亲 子 活 动 和 助 老 服 务 ，
是 社 区 里 需求最旺盛的两端 。 在长寿

路街道， 不 少 社 会 组 织 的 助 老 服 务 做

得可圈可点 。 由长寿敬老志 愿 者 中 心

负责运营的 “老宝贝俱乐部”， 在长寿

地 区 的 老 人 中 颇 有 知 名度 。 俱乐部拥

有近千名会员 ， 每天在老年 日 托 所 活

动的人流量 超 过 200 人 次 。 剪 爱 公 益

发展中心则侧重关注老人的记忆健康，
致力于老年痴呆症的早期预 防 和 治 疗

照 顾 ， 并 发 挥 艺 术 教 育 优 势 ， 运 营

“老顽童玩聚馆” 对特殊老人进行 “艺

术疗愈”。
内容丰富的亲子课程， 则受到家长

和孩子们的青睐。 上海臻意雅创艺术

工作室的各种 “艺术微手工” 课程， 价

格在五六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 受到大

家的欢迎。 而每逢上海乐馨女性创业发

展中心推出公益亲子教育课程， 社区里

的家长们总是跃跃欲试。 每次开课前，
30 个名额常常瞬间被 “秒杀”。 有社区

居民开玩笑说， 这抢课的激烈程度堪比

春运 “抢票”。

“中央服务器 ” 助推公
益项目落地

2002 年成立了全市首家 “民间组

织服务中心”， 2008 年荣获 “第四届中

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2014 年获评上海

市第一个 5A 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和五

星级党组织， 长寿地区社会组织不断发

展走向成熟。
身处中心城区， 长寿地区内商务资

源集中、 人口居住密集， 呈现社区形态

多元、 人口结构多样、 社区资源多类的

特点。 街道于去年 7 月在全市率先成立

长寿社会组织联合会， 掀起了一股 “公
益风”。 联合会就像街道内 160 家社会

组织的 “中央服务器”， 通过 “组团式

对接” 方式， 对所有社会组织的服务类

项目进行梳理整合， 制作成服务清单，
统一发放到社区单位、 工青妇组织、 各

居委会和居民手里， 让有需要的人自助

点单。
长寿社会组织 联 合 会 还 以 服 务 凝

聚会员 。 联合会自成立以来 开 展 了 一

系列凝聚力建设活动 ， 针对 会 员 需 求

举办了各类专题培训 ， 开展 各 类 活 动

和服务， 不仅增强了会员们的凝聚力，
更是聚拢了一批原先游离在 边 缘 的 社

会组织， 会员单位由最初的 64 家增加

到 160 家 。 同 时 ， 联 合 会 以 沟 通 对 接

为抓手， 通过项目对接会、 推介会、 公

益伙伴日等形式将辖区内的社会组织推

送到各个社区。
每 月 最 后 一 个 星 期 五 ，

新 会 路 55 号 “长 寿 路 街 道

社 区 治 理 和 公 益 促 进 中 心 ”
小楼里都会举办一场特别的

“集市 ”。 在这里 ， 联合会里

所有会员单位可以深度阐述

和 实 体 演 示 自 家 的 优 秀 项

目 。 观众则是社区居民区书

记 、 主 任 ， 居 民 代 表 ， 工

会 、 妇联负责人等 ， 一旦看

上哪个项目 ， 当场就能实现

对 接 ， 将 好 项 目 带 入 楼 宇 、
园区 、 居民区 。 目前 ， 这样

的 “ 集 市 ” 已 经 举 办 了 6
次 ， 促 成 60 余 个 项 目 成 功

对接。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在孵化培育社会组织同时， 长寿路

街道也十分注重社会组织自身发展， 通

过评选优秀项目 、 巡展品牌 项 目 等 方

式， 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
将社会资金注入社区、 专业服务引入社

区 、 公益理念植入社区 ， 让 社 区 更 有

“温度”。
依托长寿社会组织联合会平台， 活

跃在长寿辖区内的社会组织与社区实现

了常态化对接， 以每月不少于一次的频

率走进社区开展各类公益活动。 联合会

以 “公益性强、 操作性好、 覆盖面广”
为原则公开募集公益项目， 进行项目化

合作； 通过提升社会组织服务水平、 可

持续发展和自我造血能力， 培育出像剪

爱、 和绿、 长寿敬老志愿者中心等星级

社会组织， 打造出如 “长寿社区食物银

行暨分享冰箱” “少儿觉群国学堂” 等

品牌项目。
渐渐地 ， 社 区 居 民 开 始 认 可 社 会

组织的服务 ， 基层开始愿意放 手 让 社

会组织承担社区服务项目 ， “同 心 少

儿社区国学堂” “周小燕童声合唱团”
“益 智 玩 具 拼 搭 ” “隐 形 长 者 困 境 帮

扶” 等一大批品牌项目由此脱颖而出。
一年来， 50 余家社会组织到居民区举

办了超过 150 场活动 、 60 多场公益项

目， 参加居民达 2 万人次。
即便在街道 公 共 服 务 方 面 ， 社 会

组织也有一席之地 。 街道注重 发 挥 社

会组织专业优势，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 提高 公 共 服

务供给水平 。 比如 ， 购买社会 组 织 公

共服务开展市容环境管理工作 ， 有 效

缓解社区城市管理人力资源不 足 的 问

题 ； 引进第三方专业团队 ， 打 造 “创

客鸟巢 ” 工作品牌 ， 创新就业 创 业 服

务模式……社会 组 织 专 业 化 、 精 准 化

的 服 务 进 一 步 改 善 了 社 区 公 共 管 理 、
民生保障服务。

此外， 长寿路街道还以社区、 社会

组织、 社会组织联合会 “三社联动” 机

制为抓手， 搭建社区与社会组织之间交

流对接平台， 激发社会组织在开展行业

自律、 维护权益、 共享资源等方面的自

我管理功能。
上图： 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 不少

原有的 “地摊” 都找到了新的服务社区

方式。
下图： 新会路 55 号的社区社会组

织联合会 ， 已经成为社会组织 的 交 流

平台。
摄影 本报记者 祝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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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洒下， 窗外忽然传来一声脆脆

的喊声 ： “妈妈 ， 这个 星 期 天 去 哪 儿

玩？” 坐在记者对面的孔凡凤顿露微笑，
笑得温暖而幸福。

从一名孤独症患儿的妈妈到成为许

多孤独症患儿的老师， 从最初的迷茫、
痛心到如今的充实、 满足， 普陀区展翼

儿童培智服务中心主任孔凡凤， 走过了

一段艰难的寻梦之路。 中心成立五年，
孔凡凤在有限的资金和空间条件下尽可

能地接纳 “星星的孩子” 们， 并让他们

逐步走出孤独的世界。

“信念帮助我和孩子一
起成长”

孔凡凤的儿子今年 11 岁， 个子比

同龄人都高， 体格也十分壮实。 回想起

儿子坎坷的成长之路， 孔凡凤的眼眶湿

润了。
儿 子 一 岁 多 时 ， 同 龄 孩 子 已 开 始

牙牙学语 ， 而自己的儿 子 却 怎 么 都 不

肯 开 口 说 话 。 起 先 她 以 为

也 许 是 教 育 方 式 不 妥 ， 但

随 着 时 间 推 移 ， 一 家 人 尝

试过多种办法 ， 孩 子 仍 旧

不 肯 开 口 。 怀 着 忐 忑 的 心

情 ， 孔凡 凤 带 着 孩 子 来 到

精神 卫 生 中 心 做 检 查 。 当

拿 到 儿 子 “轻 -中 度 自 闭

症 ” 诊 断 报 告 时 ， 她 感 觉

天 塌 了 ， “我 当 时 觉 得 孩

子 这 一 生 就 这 样 完 了 。”
一 开 始 ， 孔 凡 凤 把 孩

子 送 进 了 幼 儿 园 ， 以 为 孩

子 会 慢 慢 好 起 来 ， 但 儿 子

依 然 少 言 寡 语 ， 融 不 进 任

何 群 体……慢 慢 地 ， 孔 凡

凤 开 始 正 视 现 实 ， 带 着 儿

子一起参加康复训练， “是坚定的信念

帮助我和孩子一起成长。”
那 是 孔 凡 凤 处 于 人 生 最 低 谷 的 日

子 ， 每月两三万元的治 疗 费 用 ， 很 快

花完了家中所有积蓄 ， 能 想 到 的 办 法

似乎也已经用尽 。 “直 觉 告 诉 我 这 样

下去不行 ， 孩子的训练 是 一 个 长 期 的

过 程 。 ” 思 考 再 三 ， 为 了 孩 子 ， 孔 凡

凤毅然辞去在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的 管 理

层工作 ， 索性自己办起 了 康 复 训 练 中

心 。 2012 年 ， 展翼儿童培智服务中心

成立 ， 并从华东师大 、 南 京 特 殊 学 院

等 招 募 了 近 20 名 专 业 老 师 ， 之 所 以

取 名 “展 翼 ” ， 是 希 望 孩 子 将 来 能 展

翅飞翔 。

从 “自救”
走上 “救 Ta”

自闭症患儿的训练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 展翼儿

童培智服务中心成立， 也

让 孔 凡 凤 从 “自 救 ” 走

上 了 “救 Ta” 之 路 。 服

务 中 心 成 立 后 ， 以 较 低

的 收 费 和 专 业 的 指 导 ，
让 社 区 里 那 些 “星 星 的

孩子 ” 有了固定的去处 ，
能获得相对稳定、 系统的

训练。
目 前 ， 展 翼 儿 童 培 智 服 务 中 心 的

师资力量为 30 人左右 ， 而 患 儿 达 140
人之多 。 为孩子进行感 觉 统 合 、 手 工

精细 、 语言表达 、 视觉 反 映 、 社 会 融

合 等 训 练 ， 培 养 他 们 的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 为社区家庭提供 咨 询 服 务 和 心 理

疏导……虽 然 时 常 人 手 不 够 、 工 作 很

忙 、 压力不小 ， 但是 孔 凡 凤 和 老 师 们

仍然坚守着当初的梦 想 ， 那 就 是 希 望

通过康复训练和生活 指 导 ， 慢 慢 改 善

孩子们的病情 。
“自闭症孩子的症状各不相同， 有

社交障碍、 智能障碍、 还有感觉统合失

调 ， 因 此 康 复 治 疗 必 须 由

老 师 根 据 每 个 患 者 小 朋 友

不 同 的 症 状 ， 制 订 出 不 同

的 康 复 方 案 ， 并 一 对 一 进

行 训 练 。 ” 在 孔 凡 凤 带 领

下 ， 记 者 参 观 了 展 翼 儿 童

培智服务中心。 一个用彩板

隔开的小空间里， 老师正大

声重复说着同一个词； 另一

个小空间里， 老师则举着一

幅彩图向一个小男孩讲故事，
小男孩却低头沉浸在自己的

世界里； 有间较大的活动房

里， 为了教会孩子一个前翻

动作， 老师已示范翻了几十

次， 汗水早已湿透了衣襟……

“寻梦之路是艰难的， 但
充满阳光”

展 翼 儿 童 培 智 服 务 中 心 成 立 五 年

来， 得到了许多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和

孩子家长的支持。 “我一直十分感动，
看着老师们领着孩子顽强地向前走， 哪

怕只有一点点， 这也是支撑我继续做下

去的动力。” 孔凡凤说。
走进中心的许多小朋友， 刚开始都

不会自己进餐， 需要老师或父母手把手

地喂， 渐渐地， 他们学会了自己吃饭；
刚开始， 一些小朋友无法完整地参与游

戏， 慢慢地， 他们可以和同

伴展开互动； 刚开始， 有的

小朋友非常没有安全感， 没

有 父 母 的 怀 抱 甚 至 无 法 入

睡， 而几个月后他们可以安

静地按时入睡； 刚开始学绘

画时， 孩子们的画笔被扔得

到 处 都 是 ， 画 纸 也 都 撕 碎

了， 但逐渐地， 大家开始兴

趣 盎 然 地 绘 画 涂 色 …… 如

今， 在孔凡凤和同事们的努

力下， 许多孩子长高了、 壮

实了， 生活中的各种改变也

让家长和老师们欣喜不已 。
作为母亲， 孔凡凤也走出了

阴 霾 ， 积 极 乐 观 地 面 对 生

活， 她说， “这是我的寻梦

之路， 是艰难的， 但也充满了阳光。”
“我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来帮助这些

孩子， 让他们有训练的机会， 起码能有

一个改变的机会。” 这些年， 展翼儿童

培智服务中心在政府及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 不仅安装了空调、 扩充了

感统训练室、 新建了儿童卫生间， 更全

面装置监控摄像， 让家长不仅能全面了

解孩子的康复过程， 还能实时观察孩子

们的点滴进步。
伴随孩子的成长， 目前孔凡凤考虑

得更多的是 ， 孩子们 大 了 以 后 何 去 何

从？ 孔凡凤说， 目前， 许多机构接受孩

子的年龄是 2～8 周岁， 但是进入青春期

的孩子， 同样需要康复帮助， “希望能

成立一个机构， 把大龄自闭症孩子组织

起来、 照顾起来， 在为他们进行康复训

练的同时开展一些职前培训。”
上图 ： 系 统 的 康 复 训 练 和 生 活 指

导， 让孩子们的症状有了缓解。
左图： 生活中孩子们的各种改变让

家长和老师欣喜不已。
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祝越

家庭“疑难杂症”
有了“专科医生”

在政府部门积极管理引导下， 社会组织进一步激发活力，
不断健康有序发展， 从 “量” 扩展到 “质”， 参与社区建设的
领域不断扩大， 并有效推动着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创新。 社会组
织的积极参与， 也有效调动、 整合了各类社会资源， 成为文
化、 教育、 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者， 缓解了社会服务需

求多元化的矛盾。

■本报记者 祝越

上海出台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1+6” 文件后， 越来越多社会公益组织投入到社区治理和建设之中

“草根”社会组织嵌入社区贴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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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浦东南码 头 路 街 道
的 小 齐 因 童 年 遭 受 过 创 伤 ，
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长达数
年 ， 几乎从不迈出房门 ， 每
天只吃一个饼充饥 ， 身体也
格外虚 弱……如何让这个刚
满 18 岁的孩子尝试着走出封
闭的生存空间？ 针对害怕接触
陌生人的问题， 用握手、 带不
同社工与他聊天等专业的系统
脱敏方法， 家庭社工的努力终
于让小齐逐渐打开了心门。

目前， 由浦东新区妇联牵
头， 专业社工机构参与的家庭
社工服务试点项目已经在浦东
新区 18 个街镇铺开， 这支宛
如 “专科医生” 的专业团队专
攻家庭中的 “疑难杂症”， 给
妇女工作的家庭领域注入了新
生力量。

专业服务， 破解社区难题

家庭社工承担了家庭危机干预、 家

庭教育、 家庭关系调解、 妇女儿童增能

等服务内容， 运用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

和方法， 及时回应家庭的困惑及问题，
帮助提升家庭幸福感。 浦东探索了 “妇
联牵头、 社会参与、 社工服务、 家庭受

益” 的运作模式， 破解社会问题， 推动

社会治理创新。
参与该项目的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

展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韩晓燕 告 诉 记

者 ， 家庭社工会每月走访社区中 的 家

庭， 熟悉社区情况， 在此基础上做出服

务的评估———把需要教育预防、 提前干

预乃至个案服务的家庭实施分类管理。
“小齐 8 岁 时 父 母 离 异 ， 他 也 自

此辍学在家， 由于在外常被指指点点，
导致白天不愿意出门 ， 后来更 是 整 天

不出大门一步了。” 上海公益社工师事

务所的李旭珺告诉记者 ， 当家 庭 社 工

接到这个个案的时候 ， 选择了 以 母 亲

作为切入点 ， 进入家庭 ， 慢慢 与 小 齐

熟悉起来。
针对小齐接触陌生人就感到害怕的

问题 ， 社工实施了专业的系统 脱 敏 方

法， 如握手、 带不同的社工和小齐见面

等， 帮助小齐走出第一步。 从只愿意侧

躺在床上、 不正眼看人， 到慢慢降低对

陌生人的紧张感， 再到愿意晚上自己走

出门……小齐的生活轨迹正在逐步发生

转变。

扎根社区， 服务不同家庭

“人生活在家庭中， 因此家庭社工

不光是服务某个人 ， 而是整个家庭 ，”
在采访中 ， 社工们提及最多的 是 “家

庭” 两字。 因此， 家庭社工项目还针对

单亲母亲群体， 搭建俱乐部等平台， 组

建女性支持小组 ， 设计丰富多 彩 的 活

动， 让服务对象在群体中获得认同、 关

注、 鼓励和肯定。
潍坊社区 46 岁的郑女士是位外来

媳妇， 女儿 18 岁。 丈夫常年酗酒， 酒

后常常殴打辱骂她， 女儿与父亲的关系

很疏远。 居委会也曾多次调解， 但始终

没能有效改善其家庭关系。
“在接 受 这 个 个 案 之 前 ， 我 们 召

开分析会 ， 根据个案需求制定 服 务 计

划，” 负责郑女士家庭的乐群社工服务

社社工殷茹媛决定从分析家庭 结 构 入

手， 开出了 “药方”， 为郑女士提供法

律援助信息及就业方面的信息 ， 提 供

一定的精神支持和对未来的思 考 ， 并

从改善夫妻关系入手， 进而改善父女、
婆媳等关系。

“在服务中， 我们也借助了心理咨

询师、 律师、 调解员、 就业援助员的力

量， 一同支持这个家庭。” 殷茹媛表示，
最终 ， 郑女士和丈夫打消了离 婚 的 念

头 ， 家庭危机也得以缓解 ， “今 年 年

初， 郑女士还以丈夫的名义， 送来了一

面锦旗， 感谢我们的帮助。”
浦东妇联 相 关 负 责 人 坦 言 ， 家 庭

社工项目起初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 ”，
如何回应家庭需求， 真正实现 “社区、
社团 、 社工 ” 的有效融合等 ， 都 必 须

在实践中寻找答案 。 在家庭社 工 的 帮

助下 ， 社区有需求家庭的变化 是 显 而

易见的。
今年以来， 浦东已经有 18 个街镇

开展家庭社工服务项目 ， 共走 访 了 约

5000 户 家 庭 ， 累 计 服 务 时 间 达 2.304
万小时 ， 处置 个 案 110 例 ， 开 展 各 类

活动 210 场 ， 组 织 培 育 了 15 个 互 助

团 队。

修伞、 修鞋、 磨刀、 修理小家电等

便民服务 ， 最受社区百姓欢迎 ， 但 要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得 到 可 靠 可 信 的 服 务 ，
并不容易 。 扎根普陀石泉社区的乐 助

乐龄为老服务中心另辟新路 ， 将有 技

能的老师傅统一组织起来 ， 集中为 社

区服务。
上海乐助乐龄为 老 服 务 中 心 源 起

2007 年石泉社区 “大篷车 ” 便民服务

队， 以奉献爱心、 回报社会、 自愿参与

的形式， 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 优质、
价廉的服务 。 2014 年 ， 中心主任徐江

海在 “大篷车” 便民服务队的基础上，
开创了 “上海乐助乐龄为老服务中心”，
立足解决社区治理难题、 满足社区居民

不同的需求。
成立以来， 上海乐助乐龄为老服务

中心通过供需对接、 实现跨界合作， 凝

聚公益伙伴、 整合各类公益资源， 不断

激发公益活力。 服务中心每月都会为社

区居民提供家电维修、 理发缝补、 健康

检测等服务， 每次约服务 500 人次。 理

发师傅免费为社区居民理发； 修伞师傅

技术娴熟地修理各种雨具； 家电修理师

傅仔细检测居民送来的小家电， 耐心细

致地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埋头忙碌的修

表师傅边修边为居民普及保养手表的常

识： 手表只需换个电池加点油， 停滞的

表针便能恢复运作……不出社区就能得

到各种生活服务， 许多居民纷纷为 “乐
助乐龄” 点赞。

如今 ， 上海乐助乐龄 为 老 服 务 中

心为社区服务的次数越来越多 、 覆 盖

面也越来越广 ， 虽然带来的成本 等 也

随之提高 ， 但徐江海表示 ， 中心 会 在

公益性与服务品质中寻找平衡点， “希
望不久的将来， 公益服务活动能走出石

泉社区， 为更多的社区、 更多的老百姓

服务。” 摄影 本报记者 祝越

带“星星的孩子”走出孤独的世界

■本报记者 唐玮婕

家门口的社区服务最贴心

■本报记者 祝越

专业社工机构参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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