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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民政部近日举行
的2021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
司副司长陈军表示，目前全国已
建成1.2万余个乡镇（街道）社工
站，3万余名社会工作者驻站开展
服务。各地乡镇 （街道） 社工站
紧密围绕服务困难群众、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发挥作
用，取得了积极进展。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取
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
员已达到66万余人，开发设置社
会工作专业岗位超过44万个，各
级成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超过1.3
万家。今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
水平考试报名人数达到 82.9 万，
比上年增长36%，创历史新高。

“社会工作者广泛分布在社会
福利、慈善事业、社会救助、社
区建设、卫生健康、应急处置、
矫治帮教、禁毒戒毒等众多领
域，通过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
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
家庭、组织和社区，整合社会资
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
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
能，已经成为服务保障民生、加
强基层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的一
支重要专业力量。”陈军表示，民
政部将构建县 （区）、乡镇 （街

道）、村（社区）三级社会工作服务
体系，高效推动乡镇 （街道） 社会
工作平台建设。

据介绍，下一步，围绕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民政部有三方
面打算。

首先是完善制度设计。积极推
动社会工作国家立法，用法律法规
明确社会工作者的职责权利、规范
职业行为，逐步建立法规政策标准
相互衔接、基本成熟定型的社会工
作发展制度体系。

其次加快人才培养。民政部将
会同教育部门积极发展社会工作学
历学位教育，引导高校社会工作专
业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不断扩
大专业人才队伍数量，优化专业人
才结构。

三是深化服务实践。推动社会
工作在精神卫生、残障康复、教育
辅导、职工帮扶、犯罪预防、纠纷
调解、应急处置等领域加快发展，
推动社会工作由注重特殊困难群体
服务向所有有需要的社会成员延
伸，不断扩大社会工作服务的受益
范围和惠及程度。

目前湖北、河北等地已印发实施
意见，以社工站为阵地带动慈善、社
工和志愿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服务
触角向基层拓展，助力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新型社区治理共同体，推
动基层治理创新。 （慈萱）

我国已建成1.2万余个
乡镇（街道）社工站

本报讯 （记者 郭帅） 2021
全国公益广告大赛于近日正式落
幕，最终评选出平面类社会组奖项
7件、大学生组奖项12件、青少
年组奖项4件，视频类社会组奖项
13件、大学生组奖项8件、青少
年组奖项两件。

2021全国公益广告大赛由中
央文明办、人民日报社、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等联合主办，于今年5月
19 日正式启动，历时两个月征
集，收到投稿作品21096件。大赛

评审委员会从参赛作品的“主题性”
“创意性”“视觉性”“技术性”及
“广告文案”五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多
层次评估，挖掘出主题鲜明、主旨明
确、兼具艺术性的公益广告精品。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
赛充分发扬了公益广告的传播优势和
社会价值，展现新时代社会风尚，同
时在全社会营造关注公益、参与公益
的良好社会氛围，推进了社会公益体
系、社会风尚的建设，以公益凝聚社
会力量。

2021全国公益广告大赛评选揭晓

本报讯 （记者 赵莹莹） 近
日在贵州省瓮安县中医医院急诊
科门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妇儿工委办专职副主任柏汶君代
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为一辆
锈迹斑斑的“母亲健康快车”挂
上大红花。该车是首批捐赠中唯一
一辆保存相对完好的“母亲健康快
车”，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和纪念收
藏价值，将被中华慈善博物馆收
藏，以纪念其为妇女儿童健康事业
作出的积极贡献。

据了解，2003年，由全国妇
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共同主办，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承办的“母亲
健康快车”公益项目正式启动。秉
承“送健康理念、送健康知识、送
健康服务”的宗旨，首批 200辆

“母亲健康快车”从北京天安门广
场开往贵州和陕西，致力服务于广
大城乡妇女。其中一辆来到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

“别看‘她’现在锈迹斑斑，
当年可是跑得飞快。”瓮安县中医

医院副院长肖兴勇说。在车身上，一
句句感谢和怀念的话语，见证了这辆
为瓮安县妇女儿童健康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的“老将”。18年来，这辆“母
亲健康快车”载着瓮安县中医医院医
护人员，走遍13个乡镇街道的每一
个角落，累计行程75万公里，参与
接生1500余名新生儿，其间救治患
者近5000名，开展妇女儿童健康教
育宣传活动700余场。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瓮安
县中医医院充分发挥“母亲健康快
车”特色，充分保障了一线医务人员
及留观人员的生活及医药物资供应。
同时，“母亲健康快车”在全县交通
管控的情况下接诊67次，为患者争
取到了宝贵的就诊时间。

记者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获
悉，“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启动至
今，在全国 30 个省市区发车超过
2800辆，受益人数达7450余万，为
广大妇女普及医学常识和健康知识，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把健康送到妇女
群众手中。

首批“母亲健康快车”退役
将被中华慈善博物馆收藏本报讯 （记者 舒迪） 11月

6日在京举办的中国高校公益慈善
教育论坛上，为凝聚多方力量，搭
建公益慈善教育合作交流平台，首
批 40 家高校等机构联合发起了
《关于共同推动中国高校公益慈善
教育的倡议》。

围绕“夯实学科基础、培养专
业人才、推广慈善通识、促进交流
共享、弘扬慈善文化、拓展国际视

野、协同社会发展”等七个方面，与
会的40家机构发出倡议：

夯实学科基础。推动慈善学科建
设，构建公益慈善理论体系、知识体
系、价值体系。

培养专业人才。探索公益慈善
专业人才的多元培养模式，建立有
效路径，形成有效的人才培养方
案。

推广慈善通识。促进慈善课程在

更多高校落地，形成一批可推广的慈
善通识精品课程。

促进交流共享。围绕教师、教
材、教学，进行资源共享和信息交
流，并形成常态化机制，融合理论前
沿与一线实践。

弘扬慈善文化。弘扬校园慈善文
化，培育青年慈善意识，营造社会慈
善氛围。

拓展国际视野。积极开展公益慈

善教育的国际交流，弘扬中华慈善文
化，借鉴吸收优秀国际经验。

协同社会发展。助推慈善事业长
期可持续发展，促进慈善教育和人道
教育融合互补，为共建美好社会贡献
智慧和力量。

据记者了解，慈善法第八十八条
指出，国家采取措施弘扬慈善文化，
培育公民慈善意识，并鼓励高等学校
培养慈善专业人才。“十四五”规划
中也强调，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
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社会
责任意识。

在此大背景下，社会对慈善事业
提出更多期待，亟须培养更多慈善专
业人才、培育公众慈善意识。

首批40家高校等机构联合发起倡议——

共同推动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

“公益慈善领域最大的‘本
钱’是人，高校公益慈善教育需要
从国家人才战略、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就业市场、资金支持等方面
实现突破。期望通过高校和公益行
业的共同努力，促进公益慈善教育
的发展。”11月6日，在北京举行
的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论坛
上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
光如是说。

此次论坛由清华大学公益慈善
研究院与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汇
聚了来自清华、北大、上海交大、
浙大和美国印第安纳礼来家族慈善
学院、西顿大学、伟谷州立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慈善教育领域的
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南都基金会等行业引领机构
的分享嘉宾近40人。

论坛上发布了《中国高校公益
慈 善 教 育 报 告 2021》（简 称 报
告），重点分享了高校公益慈善教

育历程、数说中国公益专业/通识
教育、发展规律总结及对未来的
展望。报告全文预计将于年底正
式发布。

报告显示，从1998年清华大
学设立NGO研究中心开始，中国
公益慈善教育正蓬勃发展，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各高校相关课程建设
持续优化。截至2021年11月，我
国共有35所高等院校开展公益慈
善专业教育，35个教育项目或培养
方向涵盖了专科、本科、研究生项
目不同层次，多元发展格局初现。

在 35所高等院校开展的公益
慈善教育项目中，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分校、深圳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等 10所开展了本科层次的教育；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师
大、南京大学等25所开展了研究
所层次的教育，北京社会管理职业
学院、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则开
展了专科层次的教育。此外，还有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长江商学院等也
开展有公益慈善相关教育项目。

从地理分布上看，高校的公益慈
善专业教育项目集中在经济发达地
区，有近半数集中在北京、江苏和广
东。从生源情况来看，平均招生规模
40人，平均在校生81人，项目间差
异较大，其中本科兼修项目生源较
好。师资方面则处于整体匮乏的状
态，平均参与课程的老师10人，其
中5人为校外兼职教师。针对本科生
的通识课程以社会创新创业为主，其
次为公益慈善导论，非营利组织管理
较少。

报告认为，目前高校的公益慈善
教育总体话语正在从非营利组织管理
向公益慈善变迁，社会创新创业话语
有望更加凸显。但与此同时，高校公
益慈善教育的发展动力仍以行业需求
驱动和高校创新驱动为主，市场驱动
乏力、政府推动缺位。此外，还存在
受教育需求不足、教育供给动力不

足、供给能力不足等主要障碍。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

名认为，中国的大学公益教育之使
命，在于“省方、观民、设教”，亦
在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他表示，这种使命也是对公益本质的
最好承载。报告也提出，我国高校慈
善教育的前途是光明的，从慈善法实
施到“第三次分配”的提出，都为之
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与背景。今后需
要高校与行业通力合作，打造高校公
益慈善教育共同体，开展知识生产、
平台与标准共建、经验分享以及公益
慈善行业资源的共创。

论坛上，来自美国多所院校的专
家结合各自实践提出，高校慈善教育
发展离不开基金会的长期可持续支
持，需要稳定的捐赠来源及多元性的
资金来源保证学院的基础运作，因此
多元资助方的开拓也极为重要。此
外，发展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注
重应用领域；大学公益慈善教育要注
重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并与本地慈善
文化紧密结合，进而相互赋能。

“目前中国的高校慈善课程具有
跨界性、协作性、生态性、实践性、
本土性等特点。”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认为，
慈善知识具有塑造认知、改变态度、
传播理念、影响行为、共同体营造等
价值。

他强调，公益慈善教育应该关
注慈善领域的真问题，传授能够指
导实践的真知识，培养理论专长
型、实践专长型和理论实践复合型
的多类型人才。

参会各方一致认为，唯有凝聚政
府、高校、社会和市场等多方力量，
搭建中国公益慈善教育合作交流平
台，凝聚共识、拥抱机遇，方能不断
提升公益慈善教育的质量，进而成为
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和社会创
新的引擎。

当天论坛上，为凝聚多方力量，
搭建公益慈善教育合作交流平台，首
批40家高校等机构联合发起了 《关
于共同推动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的
倡议》。

立冬前后，我国多地出现雨雪天
气，气温骤降让人们感到“一夜入冬”。

突袭的寒潮，加快了民政等相关
部门救助送温暖的脚步。记者了解到，
较之往年，北京市“寒冬送温暖”救助
专项行动提前了半个月开展，于10月
31日开始至2022年 3月15日结束。
依托集中救助工作机制，针对元旦、春
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冬奥会赛事等重
大会议活动期间及大风极寒特殊天
气，组织开展集中救助行动。

行动期间，北京将强化公安、城
管、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联动，
加大街面巡查力度，配合做好冬奥场
馆、机场车站等重点场站区域的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对地下通道、
公园绿地、建筑工地、废弃房屋、桥梁
涵洞等流浪乞讨人员留宿聚集的95
个重点点位增加巡视频次，发现流浪

乞讨人员及时劝导护送其进站避寒取
暖，实现重要区域流浪乞讨及露宿问
题“动态清零”。

对不愿进站接受救助人员，发放必
要的棉被、棉衣、食品和防疫物品，并留
下联系方式，安排专人定时巡视。对于
老人、儿童和残障人员等特殊群体，尽
量进行“关爱性救助”，引导护送至救助
站内进行救助；对于“路倒”危重病人和
精神病人要迅速及时送医救治救助；同
时扩大救助范围，帮助在京务工不着等
临时遇困人员及时返乡。

与此同时，记者从陕西省民政厅
获悉，为帮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顺利度过寒冬，陕西省“寒冬送温
暖”专项救助行动自11月 5日启动，
将持续至2022年4月15日。

根据实际，陕西将在露宿人员集
中地区设立开放式救助服务点和临时

庇护避寒场所，方便流浪乞讨人员、临
时遇困人员就近就便受助，确保流浪
乞讨人员有饭吃、有衣穿、有场所避
寒。同时，充分应用“全国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
网”等智能化手段开展寻亲服务，对无
法提供个人信息的受助人员，及时报
请公安机关进行查询、寻亲。

在四川省，乐山市救助管理站制
定了4条搜寻救助线路。一方面通过

“寒冬送温暖”活动领导小组，加大街
面巡查次数与力度；一方面以城区各
街道、车站、桥梁涵洞等流浪乞讨人员
集中活动和露宿区域为重点，进行拉
网式救助。

乐山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该管理站将持续加强与市公安、
城管、“心连心”热线等部门的协作，多
方劝导、引导临时遇困群众和流浪乞

讨人员接受救助。同时，整合社会资源优
势，在社区、车站、福彩站点等72个站外
服务救助点派发“温暖包”。根据“自愿求
助、无偿救助”的原则，站外救助点工作
人员对愿意接受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接
回站内进行救助；对不愿接受救助的流
浪乞讨人员发放御寒保暖的衣物棉被、
食品、救助联系卡、疫情防控物品等，并
组织人员定期查看，认真做好各项救助
记录。

此外，乐山市救助管理站还发动寻
亲联盟成员单位的1343名志愿者，通过
志愿者的力量进一步扩大救助范围，实
现对临时遇困人员和生活无着流浪乞讨
人员更快更精准的救助；通过微信公众
号等网络平台展开救助政策宣导、救助
渠道发布，让更多的人关注或者积极参
与救助管理，真正编制一张全天候、无缝
隙、零距离的救助网络。

寒潮来袭 温暖守护
——多地相继启动“寒冬送温暖”救助专项行动

本报记者 赵莹莹

善 事 视 点
SHANSHISHIDIAN

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论坛发布报告显示——

我国已有35所高校开展公益慈善专业教育
本报记者 舒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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