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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团工作的另一项特色工作
是社工驻场服务。2016年，虹口团
区委以阳光中心虹口站为“输出端”，
创新服务模式、延伸服务触角，率先
在全市试点开展社工驻场工作，在商
企领域建立起专业的社工服务基
地。不少整天赖在办公室桌椅里的

“土豆”们在参加了社工站青年沙龙
活动后，便欲罢不能。

2016年5月，在团区委的牵线和
指导下，阳光中心虹口站与上海灯具
城签订了合作协议，试点开展社工驻
场工作。驻场伊始，专职社工刘冰就
与灯具城团支部开展合作，把工作站
之前设计好的活动方案在灯具城实
施。以青年商户、商场管理者和部分
消费者为服务对象，开展心理疏导、
法制宣传等服务，加强商企成员心理
素质及社会责任感建设等。

社工站设置在商城四楼，与健身
房连成一片，开放式的空间使人豁然
开朗，灯具城市场部的小周便在这样
的环境中有了改变。小周由于大学
刚毕业经验不足，她常常感到“压力
山大”。负面情绪的积累，让她越发
力不从心。社工站几次办活动邀她
参加，她都以午休为由婉言谢绝，

“窝”在办公室不与人接触，导致“坏
情绪”挥之不去。在灯具城，小周这
样的员工不是个例，把他们请到室外
变成了“万事开头难”。

一次偶然的机会，灯具城团支部

书记朱文倩与小周擦身而过，发现了
她的一丝变化，小周化妆了。见者有
心，朱文倩和刘冰立刻就把办一场化
妆课提上了日程。团区委给予大力
支持，聘请专业化妆师到社工站授
课。化妆课仿佛挠到了小周的“痒
处”。这次的青年沙龙——化妆课堂
异常火爆，甚至有一家商户派了5名
员工参加。而小周“破天荒”地加入，
也带动了身边好友——平面设计部
和财务部的两位闺蜜，她们一同摆脱
了“办公室土豆”的头衔。这次活动
还对小周的业务有着不小的促进作
用，她认识了很多商户的年轻人，逐
渐变得开朗，工作干劲更足了，并成
为了社工站活动的积极响应者。

驻场服务也不仅仅体现在个体
上，服务职场人群体才是其最重要的
属性。有很多私营业主在灯具城开店
做生意，他们聘请的多为外来务工人
员。一方面，这部分青年人面临着销
售压力，另一方面，他们难有归属感，
跳槽的频率居高不下，这对于门店经
营和商场管理都是不利的。而驻场工
作站搭建起了一个“相亲相爱”的平
台。双方合作开展了心理拓展小组活
动、职场减压讲堂、办公室瑜伽等活
动，一场比一场有新意，服务到了大家
的心坎里。商户的青年人说：“这里真
有人情味。”驻场服务改变了商场“只
管收租金”的形象，成为了塑造商企文
化的“增值服务”。

虹口团区委充分利用社工优势 全市率先试点进驻各领域实现“全覆盖”

为青年构建全方位的“保护墙”
社区、校区、商场……为了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遇见共青团，虹口团区委近年来充分利用社工专业优势，开展社工

联校服务，其在全国首推的校园反暴力获得师生点赞；不仅如此，社工在社区、商场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尝试困境青
少年服务项目，在全市率先试点专业社工服务进驻商企领域，帮助社区“小黑孩”走出困境，让灯具城里的年轻人凝聚
在共青团的身边。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2008年，那时很多学校对社工并
不了解。但早在那时，虹口的社工就
成为第一批吃螃蟹者，进入了学校，
初尝社校联动模式。

彼时，虹口的职校问题多多。
2013年，阳光中心虹口区工作站独
辟蹊径开展了全国第一个校园反暴
力项目。

不料，该项目进入学校遇到了重重
阻力，不少学校对校园暴力一词很“感
冒”。“我们也能理解学校，很多学校不
承认有校园暴力行为。我们的社工要
反复和他们解释，该项目进校区并非代
表校园有欺凌事件，而是可以从预防出
发防微杜渐。”阳光中心虹口区工作站
负责人卞华告诉记者，这一项目推进
后，反响非常好，第二年，因为四川北
路街道要打造国家级平安社区，于是
社工打造了社区版校园反暴力，因为
颇具特色，还吸引了团市委、团中央的
领导前往观摩。该项目还于2016年
获得上海市十大优秀社会工作项目。

在服务校园的过程中，一名16周
岁的在校学生小宏（化名）让卞华记忆
尤深。小宏父母离异，母亲再婚。他
与外婆随母亲来沪生活，并进入虹口
区某中专职预班就读汽修专业。一
天，小宏和几位同学前往虹口区某酒
吧聚会，结束时几人都有一些酒醉。
回家的途中，与路人发生冲突，小宏在
朋友的鼓动下，一起去找对方“讨说
法”。“讲义气”的念头促使着小宏加入
了“拗分”对方的行为中去。同行的朋
友还借用了小宏随身携带的水果刀，
让“讨说法”最终演变成了“抢劫”的刑
事案件。从看守所出来后，小宏在区
教育局、未保办的关心下得以继续回
到学校学习。联校青少年事务社工对
小宏进行了个案介入。

初次见到小宏，他非常懊悔与自
责，并自述，直到面对法律的制裁，才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社
工与他探讨如何分辨朋友、如何面对

同伴压力……通过交流想法、模拟练
习的方式，强化小宏的交友自护技
巧。社工引导小宏探索自身优点长
处，协助他发现了许多原本不为自己
所知的闪光点。在社工的介入下，小
宏顺利完成中专学业，离开了之前的交
友圈，在校能够遵守校纪校规。临近毕
业实习，小宏没有选择专业对口的汽修
工作，而是立志成为一名咖啡师。

据了解，2015年至2017年三年
间，在虹口区多所学校开展的“校园
反暴力项目”中，社工从“重点预防、分
类巩固、整体改善”这三个层面系统
地入手，运用社工专业知识和技巧开
展“社区宣传、生命教育、志愿服务、团
队合作”等系列小组与社区活动，提
前介入开展校园暴力及青少年违法
犯罪的预防，帮助学生提高与周围环
境良好互动的能力。此外，工作站还
特地设计了两个为之配套的“家长学
堂”项目及“社区关爱，友善成长”计
划，分别针对改善家庭教养模式、促
进学生在社区内进行正向的社会学
习，倡导友善社区、健康成长的理念。

校园反暴力只是社校联动的冰
山一角。2015年初，在市阳光中心、
虹口团区委、区未保办支持下，工作
站开始了各项对接工作，并于2016
年5月初率先顺利与区内四所中职
校签约入驻。目前工作站已与区内
四所中职校、四所公办初中、一所体
育运动专科学校及四所公办高中签
署了社工联校服务备忘录，基本覆盖
全区小学、初中、高中及职校各阶
段。基于家校社联动的理念，阳光中
心虹口区工作站先后协助四十六所
学校一起开展了定期或不定期的补
充性联校服务；服务范围主要涵盖青
春健康知识宣教、城市融入促进、亲
子关系辅导、校园暴力预防、生命教
育、工匠精神及中职生职前教育等方
面。十年来累计开展大型联校项目
共21个，服务28000人次。

7年前，奶奶莫惠莉第一次见到
自己的亲孙子吴啸天时，他是一个瘦
瘦小小额头上都是抬头纹的肯尼亚

“小黑孩”。不会中文的他只会对奶奶
怒吼“No！”。虹口团区委在开展大调
研过程中发现了他，从“小黑孩”入学
开始进行持续关注，不仅给予其资助，
帮助解决他的入学和生活等问题，还
牵线了相声会馆，鼓励他参与脱口秀
演出。如今他成功拜师相声大师，上
海话说得很溜，还自学起了各种舞蹈，
成了名副其实的才艺少年。

在日常走访中，虹口团区委副书
记徐雪琛和虹口团区委服保部负责
人陈曦等多次前往“小黑孩”家慰问，
给他带去很多学习用品和书籍。之
后，阳光中心虹口区工作站负责人卞
华和该站青少年事务社工周敏蔚隔
三差五过去关心他。

“小黑孩”的成绩不太好，最差的
是语文，最拿手的是英语，但即便他
英语口语好，写作和语法等成绩还是
上不去。去年有段时间，吴啸天的学
习成绩一落千丈，有一次还把奶奶逼
哭了，无奈之下只能求助周敏蔚。在
电话里感到了老人的无助和伤心，小

周从浦东的家中乘坐了一个多小时
的车赶到莫奶奶家，劝老人放宽心。
这让莫奶奶分外感动，“小周休息天从
那么远的地方赶过来，太有爱心了。”

不久，在团区委的牵线下，在上
海外国语大学团委的支持下，“小黑
孩”有了一位师父。一名上外的研究
生专门为他补课，渐渐地，他的学习
成绩开始好转。

“小黑孩”这一成功案例是虹口
团区委成功运用社工专业工作法的
缩影。据虹口团区委书记杨海涛介
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
群团工作的意见》精神既为共青团服
务困境青少年群体更加明确了方向，
也使得青少年事务社工在团的指导
下，能从自身的服务实际出发，积极
参与社会治理和精准帮扶工作，发挥
自身特长，积极服务困境青少年。

据悉，阳光中心虹口区工作站目前
已经与虹口区未保办合作，在全区各街
道分别遴选1-2名困境青少年服务对
象，推动社工加强对困境青少年的家
庭走访与需求调查，全面掌握其复杂
的问题成因，开展结对心理疏导、家庭
教育支持，以及就业指导等帮扶工作。

开展全国首个校园反暴力项目

“社校联动”获师生家长点赞

发挥正能量，发现社区困境儿童

助“小黑孩”走出人生低谷

在全市率先试点专业社工驻场服务

“办公室土豆”变身“活动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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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进校园开展健康知识宣教等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