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助到助人 完成爱的接力
泉口路68号3号楼104室，是阳光中心长

宁工作站新泾镇社工点所在地。时晶工位的

上一个主人，正是将他拉出泥潭的人——退

休社工祁德兰。

时晶坦言，小学时，自己也曾是班上其他

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总在班

上前几名。足球、篮球、游泳，只要是运动，都

喜欢。

然而，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定格在五

年级最后一次和小伙伴去天山公园踢球的那

一幕。再往后的回忆，是灰色的——初中后，

因为一时的不适应，他的学业不再优秀，离父

母的期待渐行渐远。自由自在的双休日，被

各学科补课班占据；放学回家不能再和小伙

伴嬉闹，得卡着时间到家。在学校，他同样遇

到严厉的老师，每月按照成绩排名重新换座

位，成绩好的学生可以享有优先选座权。

“每天心里都很压抑，易燃易爆，一言不

合就想动手，帮好兄弟出头，甚至和素昧平生

的菜场老板动手。而且越来越讨厌学习，讨

厌学校。”时晶说，在一所民办高中读到高二，

又一次被班主任请来家长后，他提出退学。

看着当时他的情绪状态，父母不得不同意了

他的选择。

专柜营业员、网吧网管、游戏公司客服、

公交车司机……离开校园后的时晶，零零碎

碎打过很多工，做得不开心了就换一份，或在

家里歇上一阵。高中肄业的学历，并不足以

让他有太多的选择。

“是我妈从街道听说有阳光社工，然后带

我去了祁老师的办公室，填了登记表。其实

我整个人是蒙的。”时晶坦言，当时内心的真

实想法是，“和中年阿姨有啥好聊的？”

没想到，就是这个“中年阿姨”，帮他找回

了自己。起初，祁德兰并不知道这个小伙喜

欢啥，几次三番请他去街道参加一些法治讲

座、心理讲座，他总是各种推脱，难得去一次

也是全程游离在外。在和时晶父母的沟通

中，祁德兰了解到，时晶也曾经是个喜欢热

闹、喜欢集体活动的孩子，对于讲座之类的活

动则兴趣不大。于是，她找来各种志愿服务

机会，引导时晶参与其中。

“你知道吗，上了初中以后我几乎就没有

听到过称赞。但我们去阳光之家陪小孩子做

游戏，去敬老院帮老人包汤圆，周围听到的都

是感谢。”时晶说，自己那颗向上的心，在那个

瞬间，忽然被激活了。

“之前我觉得，工作无非就是赚钱，后来

发现，其实除了赚钱之外，还有很多值得我去

做的事情。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时晶

说，从那时起，他对社工这份工作心生憧憬。

听说了时晶的想法，祁德兰鼓励他在学历上

先提升自己，介绍他去读大专，又拿下了上海

开放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013年，祁老师要退休了，我被分到了

她所在的社工点，接替了她的岗位，甚至就坐

在她的工位上。”时晶说，从那一刻起，他意识

到，新泾镇阳光社工的接力棒，已经正式交到

了他的手里。

因为受过伤 所以更懂爱
田甜是阳光中心宝山工作站淞南镇社工

点的社工，她前二十几年的人生，并不如名字

那样甜蜜——由于家庭变故，田甜从小跟随

爷爷奶奶长大。爷爷病逝没几年，奶奶身体

也每况愈下，让这个贫病交加的家庭雪上加

霜。当友谊路街道青少年事务社工李诗蕙根

据街道提供的材料和她联系时，田甜觉得，只

能用诸事不顺来形容她当时的处境——感情

受挫，丢了工作，奶奶身体愈加糟糕……

“很累，很悲观，无助，又自卑……在那个

时候，忽然有个人出现，就是对自己心理莫大

的支持。”田甜说，“是社工老师，帮助我和自

己和解，和世界和解。”

经过李诗蕙牵线搭桥，田甜开始了全新

的尝试——协助宝山区体育局完成全区体育

场馆普查。“和我以前学的专业虽然完全无

关，但我发现自己竟然能经历一些场面，随机

应变能力挺强，与人沟通能力也不错。”田甜

说，李老师还告诉她，其实她笑起来的样子，

很有感染力。在人际沟通中，这很重要。

“我看到社工招聘启事时，内心有种强烈

的愿望，毫不犹豫就报名参加了入职考试。”田

甜告诉记者。如今，在田甜的书架上，《社会工

作概论》和《阳光点亮心灵》两本书放在最醒目

的位置，那是李老师当年送给她的“宝典”。

2015年，田甜正式成为一名社工，成了李

诗蕙的同行。在淞南社区，阳光社工担负着

为困境儿童和社区青少年等弱势群体提供心

理辅导、就业安置、技能培训、团康活动的任

务。很久没有大段写作的她，从如何在信息

管理系统里输入每日工作日志，如何撰写个

案报告开始学。学着前辈的样子，她走进社

区，了解每个困境青少年的个人信息，是还在

读书，抑或是待业，遇到哪些实际困难；如果

打电话被拒，就改成上门走访，努力不让一个

青少年掉队……“这一系列的工作内容都让

我感觉到社工这份工作很专业、很锻炼人。”

田甜说。

2018年，经过选拔，田甜成为第二十一批

沪滇扶贫接力计划志愿者的一员。她和伙伴

们走过弯曲的山路，为孩子们送上衣物、被褥

和书籍；也走访红河州蒙自市各个部门，协助

当地根据上海经验，建立社工队伍。田甜说，

孩子们清亮的眼神和卡片上歪歪扭扭的“感

谢”，是自己收到的最美礼物。

时晶则相信，因为自己曾受过伤，他们更

知道处在困境中的青少年，究竟需要什么。

前不久，时晶收到辖区内一户三口之家

的求助。孩子读初中，年级在上升，名次却在

退步，从年级第一退步到50名左右。而孩子

的父母都是名校毕业，有意无意会把孩子和

自己当年相比。来自父母和自己内心的双重

压力，让这个性格本就内向的孩子有些顶不

住了，开始出现自我伤害行为。

看到那个孩子，时晶觉得，似乎见到了曾

经的自己，也准确找到症结所在。“首先，我们

要做的就是帮她调整家庭关系，从改变父母

开始，要避免父母高高在上的态度，不能一看

到孩子成绩不理想就批评‘上课不好好听讲’

‘作业不认真’，要减少攻击性的言论。”时晶

说，与此同时，他也为孩子寻找解压方式，比

如，整理房间，拿出喜爱的盲盒，放在最显眼

的位置，给自己安慰。

人生转型 专业成就明天
崇明港西镇社工点点长、工作站同工督

导朱黄健从事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已经有17

个年头了。他坦言，当年，自己没有工作，接

到老站长王莉打来的第一个电话时，以为遇

到了骗子，就没有在意。没想到过了几天，他

又接到了这个电话。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

他和一个同样失业在家的朋友一起去了社工

办公室。社工询问了他们的详细情况，提供

了一些就业信息，并时不时来电聊家常。

回想这一切，朱黄健感慨：“社工工作最

重要的就是以诚待人。”他说，对于第一次见

面的服务对象，不能一开始就询问对方目前

的处境，而是要先和服务对象唠唠家常、聊聊

兴趣爱好，取得服务对象的信任后再表示自

己可以为对方提供帮助。十几年过去了，自

身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工作站的定期培训，共

同促进了他专业能力的提升。

关爱困境儿童是朱黄健所在社工点的特

色项目，关爱对象包括留守儿童、家庭贫困儿

童、社区服刑人员子女等。他们会对接妇联

等部门，这些部门作为统筹方进行出资，社工

作为计划实施者，每年出一份总计划，根据计

划开展各项目活动。

朱黄健说，近几年帮助困境儿童的部门和

组织越来越多，然而有些孩子似乎把这些关爱

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针对这种情况，工作站

很重视对孩子们的反哺教育，母亲节、教师节、

重阳节等节日都会开展相关教育活动。

两年前的一个服务对象给朱黄健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当时才四年级的小男

孩，男孩的父母离异，且都在外地工作，爷爷

生病在家，奶奶靠做零工维持生计。家里的

环境比较艰苦，但收拾得井井有条。男孩非

常懂事地接待了社工，对他们的到来感到很

开心，把自己攒的小零食分享给大家，并很有

礼貌地送社工离开，希望他们下次再来。朱

黄健觉得，在男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工作的

价值和意义。

“每个人的成长都未必完美，所以能帮一

点是一点。”田甜说，做青少年工作，不能奢望

“一口气吃成个胖子”，为孩子和自己设定一

个个小目标，更容易帮助他们有勇气走出困

境。比如，通过一段时间的陪伴，帮助服务对

象“提升自信”“改善就业观”“找到自我发展

方向”，又或者只是“愿意走出家门”。

一桩桩小事汇聚起来，便成了青少年事

务社工20年来持续在做的一件大事。

“昨天，身处在泥泞的道路中，有一缕阳

光照耀着前行的方向；今天，化身为光，为尚

未走出崎岖的青少年指引着行程；明天，让我

秉承初心，将这束光照亮青少年前进的道

路。”在一次工作分享中，时晶动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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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困境，做传递光的人
上海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开展20年，曾经的受助者成为助人者

高中退学、顶撞老师、和父母对着
干……想象一下，当青春被这些词语填
满，未来人生会有怎样的走向？
这是上海男生时晶在17岁时拿到的

“剧本”。令人惊喜的是，如今37岁的他，
逆转了剧情——他开朗阳光，成了社区居
民心中的暖心社工，陪伴青少年成长。他
说，当年，在生命最迷茫灰暗的时刻，正是
社工的帮助，他渐渐找到了自身价值。如
今，他也要做那个传递光的人。

这是记者日前在上海市阳光社区青
少年事务中心（以下简称阳光中心）成立
20年纪念展上听到的故事。令阳光中心
总干事黄旦闻感慨的是，20年来，像时晶
这样从服务对象转变为青少年事务社工
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曾经，他们因为家庭
变故、学业或就业困难，成了需要帮助的
人，如今，他们向更多困境青少年援手。
他们的成长，折射出社会工作最核心的价
值——助人自助。

上海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走过了

  年。在市委政法委的组织和牵头协

调下，团市委、市青少年服务保护办不断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逐渐形成了标准引

领、专业保障、基层联动、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的具有上海特色的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工作支持体系。

作为上海市最大的一家致力于青少

年成长发展的社会服务机构，阳光中心

每年服务近3. 万人次，年龄范围从6岁

至  岁，涵盖困境儿童、不良行为及严

重不良行为青少年、违法罪错青少年、失

业青少年等人群，形成了立足社区、辐射

学校、涵盖公检法的工作格局，实现了对

社区场域、未成年人司法场域的全员覆

盖和动态管理。

阳光中心理事长顾东辉教授强调，

社会工作的核心特征是兼顾“助人自助”

“促‘境’美好”的方法，通过对青少年的

一路陪伴、支持和鼓励，倡导其自力更

生、向善行动。很多青少年通过“阳光天

使”青少年志愿服务项目，被赋予志愿者

身份，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得到锻炼，

加强社会联结，增进社区融入感，促进对

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奉献，强化了自我价

值和参与感。可喜的是，他们中的很多

人加入到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实现助

人自助的良德善行，成为传递光的人。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实 习 生 魏紫琳

■ 时晶（右）从祁老师手中接过社工的接力棒
■ 田甜（右）成为第二十一批沪滇扶贫接力计划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