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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痛心的事
社工难断家务事

为了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心理
辅导，乐耆组织了一支专业的心理咨
询志愿者队伍，并邀请了十多位国家
级心理咨询师成立了专门的老年心
理咨询室。

“在日托，乐耆社工既关注老人
生活照料需求，又关注对轻、中度失
能老人的康复服务，并且过程中不仅
立足老人基本需求，还会涉及到更高
层次的尊重、归属、爱和自我实现的
需求。在社区，乐耆社工尽可能满足
独居老人、丧偶老人、‘隐蔽长者’，甚
至老年人照顾者的需求。”姜月告诉
记者，为老社工能做的仅不止于此。

“但是社工也不是什么都能做。
在做社工的过程中，我们也会痛心于
有些子女的不孝与不顺。服务对象
卷入复杂的家庭矛盾时，那时的社工
真的无能为力。而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陪伴。”说到这点时，却触动了姜
月最柔软的部分。“因此，我们更强调
乐耆社工要运用倾听、同理、面质、支
持等技巧去服务各类老人，设身处地
地了解丧偶老人的需求，失智老人的
意愿，失能老人的想法。”

伴着乐耆的十年成长，姜月也看
到了自身的成长和年轻社工的成长，
有看到过社工的离开，“有坚定地前
行、有懵懂地前行，也有果断地离开。”
作为老牌的社工服务机构，姜月说出了
自己最期待的事：第一是希望社区的老
人开心健康地过好每一天，希望通过优
势视角来看待老人和老人家庭；第二是
希望把传统的家庭观点和传统孝道回
归到平常的生活中来，让更多的年轻人
像尊重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尊重他们，
形成一种尊老的新风尚。

从浦东社工协会下的“乐耆项目
组”到专业为老服务的社工机构，姜
月一直坚信，为老服务的领域是社工
大有作为的领域，把中华儿女孝亲敬
老的美德激发出来是社工工作的一
个方向。同时，姜月也始终坚信，老
年人也应该发现自我，活出健康和精
彩。十年的社工经历，让她欣喜地看
到了这一切。

“乐耆社工服务社的承接运营的
日托中心通过个案管理的模式对每
一位老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资源进
行综合的评估，并链接资源聘请专业

人士采用保健康复和作业疗法帮助
老人强身健体，采用个案辅导方法塑
造老人的心理健康，采用艺术治疗等
方式帮助老人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让老人感觉到日托中心就是自己的
家。”姜月对于乐耆的服务目标非常
清晰。

长者们刚来日托的时候，一时间
可能会不习惯如此规律的生活。“我
以前是住在嘉定的，不是现在这片老
房子，现在年纪大了，我女儿说方便
照顾我，让我过来这里住，我还是喜
欢以前那房子，楼下有湖有绿地，我

不习惯午睡的。”“阿姨，这是你女儿
对你的孝心，你会在这里认识老多老
朋友的，你先住几天看看。”社工耐心
地陪伴阿姨说着话。

日托服务是乐耆接管的其中一个
项目，在日托中心里，长者们渐渐变得
越来越亲热，社工们也欣喜地看到长
者们的变化，脸上的笑容更多了，有些
长者渐渐地成为长者中的老年领袖，
发挥着自身的领头作用带领大家一起
进行锻炼，指导长者们如何保健，大家
就像耆乐融融的一家人一样，日托中
心变成了这些长者的第二个家。

社工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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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市最早从事
专业为老服务的社工机构，
上海浦东新区乐耆社工服
务社于2006年就以项目的
身份开始活跃在为老服务
的领域。他们坚持“以人为
本，与爱同行”，并于2008
年独立注册。姜月，华东师
范大学心理学硕士，有着十
年专业服务的资深社工，坚
守着“积极老龄化，赋权增
能”的社工理念，与乐耆风
雨同行。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朱筱丽

为老社工：助长者乐享耆年

生命终有站点和终点。乐耆的
专业社工关注社区丧偶独居长者的
伤痛，为其提供服务与干预。“活动主
要通过以生命故事记录、绘画艺术沙
龙、亲子体验工坊和岁月画展的形式
协助老年人处理哀伤情绪，支持和陪
伴社区中的独居老人走出丧偶的阴
霾。通过共同回忆和叙述生命故事
的方式，也让个体更加深层次地思考
家庭与生命的意义，从而转变看待生
命的视角以更好地度过晚年生活。”
姜月亦希望以此呼吁社会给予丧偶
独居的老年人群更多的关怀与关注，
正视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营造出
更富于人文关怀的场域氛围。

去年5 月开始，乐耆社工对10
名老年人进行了上门探访，主要采用
叙事的方式收集老年人的生命故事，
通过图像音像和文字等多元鲜活的
方式予以记录并整理成册。在探访
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询问老年
人的生活、身体、心理状况，与亲属的
家庭关系及相处模式，与另一半相识
相知相守的爱情故事，重温和沉淀过
往岁月中的所得与所失，发掘过往生
命故事对老人如何看待现在生活的
影响，从而正视丧偶事件。

社工也开始积极组织绘画艺术
沙龙。“老年人在绘画和创作的过程
中，一方面通过色彩、涂抹以及线条

中信息，社工甚至是老人可以直观、
客观地检视心理状态。另一方面，绘
画作为非语言的工具，也可以辅助老
年人表达和纾解压抑的感情，达到
舒缓感伤和治疗情绪障碍的目的。”
在服务的过程中，社工们欣喜地看
到长者的转变。绘画之初，耄耋长
者们不乏第一次拿起画笔者，欣喜
而好奇，在一次次的深入中，由单一
的色彩逐渐变得鲜艳，在画作中添
加自己的想法，在绘制过程中放松
身心。当听到长者们问“下一次的
活动什么时候”，“我是第一次画水
彩蛮有意思”时，社工们也因长者们
带回的反馈而喜悦。

乐耆社工服务模式是“社工+志
愿者”的服务模式，大量的志愿者来
自社区同时为社区服务，由此乐耆社
工服务社就形成了社区老年活动室
的活动自治模式。

从最初与长者的陌生与不熟悉，
到现在开展活动时长者见到工作人
员们互相打招呼，聊家常，从原先的
场地比较难借到现在“你们什么时候
再来”，社工们努力设计着更新颖、更
适合老年长者的活动，愉悦长者的身
心。同时，指导和培训志愿者为社区

高龄老人服务。
姜月认为，社工设计的活动不仅

要对长者的身心有益，还要满足老人
的需求。“有时候长者和志愿者反馈
说，我们活动挺好，我们就非常满足。
有一个老年志愿者因为摔了一跤而不
能参加活动，她让她的子女抬着她来
参加活动。这让我们非常感动，也让
我们坚信社工服务是有价值的。”

在服务长者的过程中，社工们自
身也在成长。乐耆殷行项目组的毛
溢文社工说，“做社工要会写”——因

为工作中有很多需要写的地方，比如
计划书、简讯等等；“做社工也要会
说”——因为社工面临的是一群老年
人，需要和他们开展活动，通过话语
和他们亲近。姜月补充道：“其实不
只是这两把刷子，还要会ps、会排版
等等。不像企业的一个萝卜一个坑，
社工可能是哪里需要你就要到哪里
去。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遇到
一些困难，比如服务对象的不理解，
但每当我们看到服务对象的转变，我
们知道我们的辛苦是值得的。”

最暖心的事 携手走出丧偶阴霾

最新鲜的事 活动室中显自治

最平常的事 日托中心康复忙

社工们策划“青春接力骑行”公益活动，长者们热情参与。 本版受访者供图

长者们在活动中增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