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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代青少年社工娄晓祯

她就像一束光
驱散黑暗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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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时，上海几乎没有社工
专业，科班出生的娄晓祯进入青干
院社会工作系学习时，对社工还没
有明确的认识。在她心目中，社工
的印象始于TVB电视剧。

4年后，她成为上海滩的首批青少年社工。
1981年出生的她，服务对象从“75后”到“80后”直
至现在的“00后”。

这些年，身边的社工们来来去去，很多人离开
了。唯独她坚守了整整12年。“我喜欢这份工作。
它见证了我的成长。”娄晓祯说。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文中青年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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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想象你穿婚纱
的样子，却没有想过竟不能
参加你的婚礼。除了奶奶、
女朋友，你这个社工是我生
命中很重要的人。”这样的
青年，娄晓祯见过很多……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
务中心静安工作站站长娄晓祯
似乎天生就爱与别人打交道，从
幼儿园的班长到大学时的团干
部。2002 年，从社工专业毕业
后，她进入一家教育公司工作。
一毕业就领着同事们羡慕的
3500元的“高薪”。

8个月后，一纸招募司法社
工的招贤令彻底改变了她的职
业路径。2003年11月3日，她正
式上岗，成为卢湾区的青少年事
务社工，月薪也锐减为2000元，
她却乐呵着终于能够学以致用。

那年，上海只有徐汇、卢湾、
闸北、浦东四个区试点司法社
工。谁也不知道第一只螃蟹怎
么吃。拿着人保局提供的失学
失业青年的“花名册”，她开始一
家家“扫楼”。

面对陌生来客，门那头服务
对象的反应千差万别。很多是
拒绝，间或也有激烈的抗拒。一
次，身形微胖的她吃力地爬到6
楼，主人放狗驱客。那一刻，她
感到了一丝害怕。

一户人家去四五次，甚至十
几次才会被对方接纳是常有的
事。初做社工的那几年，她天天
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有时候和男
友出去约会也“迟到早退”，为此
两人经常发生口角。“你们又没
有执法权，那么认真干什么？”

“你懂什么，我们和青少年是走
心的交流。”

她接到的第一个堪称复杂
的案例是一家“夜不闭户”的吸
毒家庭。奶奶700元的劳保金要
养活一家7口。青少年小白（化
名）的爸爸和叔叔都是瘾君子。

16岁的他早早辍学，偶尔到夜总
会打工。在社区里，他与小混混
到游戏房打群架，到学校砸玻
璃。小白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每
年能吃上一碗加上大排和荷包
蛋的生日面。

第一次打照面时，对方轻描
淡写地说，“我要出门了。”就一
瘸一拐地离开了。注意到小白
的脚受了伤，血肉模糊，如果不
医治，极有可能致残。娄晓祯和
他的后妈反复沟通下，对方终于
开始照料小白。这件事慢慢融
化了小白心中的冰山，他突然发
现除了奶奶居然有人毫无目的
地关心他。

随着关系越来越近，小白接
纳了这个原本陌生的社工，有段
时间，他每天会到娄晓祯的办公
室聊天，和她说说话，诉说内心
的孤单。

小白已离开学校许久，娄晓
祯推荐他参加一个慈善助学项
目，参加项目的学员很多是社区
青年。几乎隔三差五地就有事
情发生，有一次，小白把老师骂
哭了。娄晓祯心急火燎地去“救
火”。社工在每个学员心目中很
有权威，每次碰到学生不听话
了，老师就会喊一声，“再这样，
我就叫你的社工来！”

渐渐地，小白的生活走上了
正轨，女友的妈妈也渐渐接纳了
这位未来毛脚女婿。一次，他
回家恰逢叔叔与邻居打架，他
将人打伤，入狱 10 个月。娄晓
祯在自己的婚礼前收到了来自
监狱的一封信：“我能想象你穿
婚纱的样子，却没有想过竟不
能参加你的婚礼。除了奶奶、
女朋友，你这个社工是我生命
中很重要的人。”时过境迁，小
白现在已成婚，过上了平静的
生活。这样的青年，娄晓祯见
过很多，“生活给了他们很多磨
难，如果能挺过去，反而会活得
更坚强。尽管他们早已不是我
的服务对象，我却会以朋友的
身份继续关注他们。”

“你以为你没有影响到
他，但也许在某一刻，他会
记起你说过的话，你曾经付
出的努力。我们不可能陪
他到人生更远的地方，但我
们会陪伴他们走过人生最
灰暗的时光。”

做社工12年，从服务卢湾区
的打浦桥街道，虹口区的虹镇老
街，到现在成为静安区社工站站
长，娄晓祯面对的都是最复杂的
社区、最头疼的青少年。很多时
候，在她的干预下，一些青年人
渐渐走了出来。当然，也有的时
候，她感到的是深深的无力。她
服务的对象小肖父母离异，父亲
从小对他管教甚严，但随着2005
年父亲生病过世，他一下成了没
人管的野马，觉得没人在乎他。
一天晚上，娄晓祯接到电话，跑
去上海歌城，看到大吵大闹的小
肖。“你知道吗？娄姐姐，当我一
个人捧着爸爸的骨灰下葬时，我
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人是可以依
靠的，我很痛苦。”

小肖有个阿姨每隔一段时
间会来探望他，过了很久，娄晓
祯才从蛛丝马迹中了解到，原来
这位所谓的阿姨就是小肖的生
母。生母改嫁日本后，不愿让现
任老公知道她有一个儿子，一直
让小肖喊她阿姨。现实的戏剧
远胜于狗血电视剧剧情。一次
偶然的机会，娄晓祯发现小肖竟
在吸食冰毒，而供毒的竟然是他
的生母。小肖父亲过世后，生母
来照顾过儿子一段时间。每每
与她聊及小肖的状况，娄晓祯惊
讶地发现，原来小肖生母只对房
子会否动迁感兴趣，关注点全然
不在儿子身上。

再后来，小肖失联了。只是
从旁人口中，娄晓祯会断断续续得
知一些关于他或真或假的消息，他
找到工作了，他四处借钱，生活过
得很不如意。昔日的小伙伴也渐
行渐远，没人愿意和他来往。

“做社工这份工作，真的会不
断刷新你的价值观。作为专业社
工，我们必须保持中立。不会投
入太多私人情感，但人毕竟是有
七情六欲的，曾有一段时间，高强
度的接触，让我不能保持冷静，觉
得特别遗憾。”在娄晓祯看来，社
工的很多帮助都不太可能立竿见
影，但也许会在日后对他们的人
生轨迹起到一些作用。

娄晓祯服务的另一位青少
年晓云是个内向的孩子，曾是校

园暴力受害者的他结识了几位
坏小孩，成了飞车抢劫的从犯。
近年来，专业社工参与未成年人
刑事诉讼工作后，为涉案的未成
年人提供 3 至 6 个月的观护帮
教，最终提供客观的帮教总结报
告用于司法机关量刑参考依据。
当时，根据观护帮教程序，娄晓祯
对晓云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观护
教育。面对社工，晓云永远是低
着头，不言不语。娄晓祯曾一度
非常担心，他过不了考察，为了能
够帮助这个内向的孩子走向新的
人生道路，娄晓祯多次走访检察
院反复沟通，不断进行家庭辅导，
最后，检察院对这个孩子作出了不
予起诉决定。帮教期过后半年，临
近中秋，从职校毕业的晓云突然打
来电话。“娄老师，我没事，就想告
诉你，我找到喜欢的工作了。过得
挺好的，祝你中秋节快乐。”那一
刻，娄晓祯发现自己一切的担心成
了多余。“你以为你没有影响到他，
但也许在某一刻，他会记起你说过
的话，你曾经付出的努力。对于每
个个体，我们不可能陪他到人生更
远的地方，但我们会陪伴他们走过
人生最灰暗的时光。”

有段时间，她用“火星
语”与90后在网上聊天。“这
些对社工的挑战很大，他们
会发明很多新名词，从某种
意义上说，你要了解最新的
电影、最新的名词。”

看到太多的社区青少年“沦
落”，却无能为力。娄晓祯决定
将干预的节奏前移，2013年，她
在静安区启动了联校机制，通过
互动课堂、拓展活动、素质训练，
让学生学会自我保护，排解不良
情绪，知道如何人际交往，增强
社会适应能力。

“随着时间的迁移，不同时代
的青少年给你的反馈大不同。”刚
做社工时，她的服务对象比她还
要年长。现在，她接触最多的则
是90后、00后。有段时间，她用
火星语与90后在网上聊天。“这些
对社工的挑战很大，他们会发明
很多新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说，你
要了解最新的电影、最新的名词，
甚至知道LOL（读lu a lu）就是英
雄联盟，如果你一个字一个字对
他们说L-O-L，他们会对你侧目，
觉得没有共同语言。现在新进来
的社工也越来越年轻，思维跳跃，
不断创新工作方法。”

这些年，有些社工嫌工资
少，前途黯淡选择了离开。但她

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你知道
吗？这种职业的成就感是其他
行业没有的。你对他们的好，他
们会铭记在心。”

连续5年，娄晓祯的工资一
成不变，维持在 2000 元的低水
平。2008年全市社工薪酬体系调
整，她的收入才提高到3000多元。

目前，她的职级是静安社工
中最高的，为中级三级。去年，第
二次薪酬改革，她的工资再次调
整，变为5100元。加上季度奖，
平均月薪6000元左右。但这样的
薪水，已是社工中的“高薪”。“我
们应该优化薪酬标准留住优秀人
才。外界常常认为社工就应该是
无私奉献，甚至是义务的，但其实
不然，我们创造的不是经济价值，
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社会价值，
起到的是干预危机，降低政府管
理成本的作用。”

让她困惑的事情不止于此，
社工不仅要对服务对象做心理疏
导做个案、做项目，还要整合各类
资源，甚至要“刷脸”借场地。

“从个人职业发展考虑，我
想一直待在这个行业，但这些年
社工行业的推动速度不如我预
期的那么快。我希望未来有更
健全的职业发展体系。”有一次，
妈妈的一位在澳洲定居的好友
问及她的职业，当得知娄晓祯当
社工时，立即赞叹，“你很棒。在
澳洲，社工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仅
次于医生和律师。”

之所以坚守，娄晓祯表示，
自己的个人成长和阳光青少年
社工的成长绑在了一起。她默
认这是她职业生涯的“初恋”，职
业代入感很强。“社工一职成就
了我的人生，也让我的自我价值
得到体现。”

娄晓祯的同事们也同样对
这份工作恋恋不舍，有位同事在
从业前与儿子的关系濒临决裂，
现在则相处融洽。而一位90后
社工则反省说，自己从一位服务
对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以前的她从未觉得父母为自己
系鞋带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

坚守岗位12年，娄晓祯说：“社工一职成就了我的人生。” 青年报记者 马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