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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金色观察

奠定了良好基础。 

  推行“联动”遭遇堵点

 虽然“三社联动”模式因专业性较强、

灵活性较强、服务内涵丰富等特点广受欢迎，

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

“有时挺急人的，我们做好活动方案，

衔接好家访环节，有需求的老年人正等着服

务，但社会公益组织配合度低，甚至不派社

工参与。”昆明市西山区某社区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类似于“你动我不动”“联动不积

极”“各项工作沟通协调费力”等问题层出

不穷。

而社会组织也有自己的烦恼，“有时社

区干脆当起甩手掌柜，让我们自己想办法筹

措物资开展服务，不联动、不愿动等问题导

致服务工作难以开展。”昆明市某社会公益

组织资深社会工作者赵晓茉无奈地说，由于

联动机制不完善，社区缺位、联动积极性不

高，长此以往，一旦社区开展活动需要社会

组织和社工配合时，后者也往往“掉链子”，

导致养老服务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此外，由于养老行业资金不足、盈利

难等原因，导致社会组织参与“三社联动”

的积极性较低。“在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中，

多元投入明显不足，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不

高。”云南省老龄委有关人士表示，对社

会投资机构来说，由于养老服务行业盈利

难，因此社会组织参与“三社联动”的积

极性不高。

与此同时，由于薪酬低、压力大、工作

认可度低等原因，参与“三社联动”的社工

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如涉足养老服

务行业近 10 年的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

心，是云南首家获得民政部认定标准化建设

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也是云南成立较早的

公益组织，在 1500 余名专兼职社工中仅有

90 余名专业社工，且流动性较大。

  畅通“联动”亟须聚力

针对“三社联动”模式存在的短板弱项，

兰树记、赵晓茉等资深社会工作者均表示，

做到有制度可循、有制度可依，是解决问

题的关键之一。建立规章制度，厘清职责

边界，实施清单化管理，有助于各方有效

协作配合。在这一方面，云南各地开展了

一些有益探索。比如，保山市隆阳区永昌

街道学府社区采取“党建联盟”模式，打

造了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党建 +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站，其中，志愿者由上级挂包单位、

驻社区各单位党员兼职和社工机构专业社

工共同组成。开展上门服务时，社区根据

个人专长制定服务清单，通过“党组织统

一吹哨，志愿者跟上服务”办法提供服务，

有效破解了社区、机构、社工联动不积极等

问题。

此外，兰树记等业内人士建议，各地需

在基础设施投入上持续“添薪加火”。其一，

进一步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减轻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的运营成本。其二，健全市场化、

多元化投入机制，通过搭建平台、构建长效

稳定的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机制等，让社会力

量在参与养老服务业中看到“钱景”。其三，

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和薪酬体系，

积极破解选聘管理不规范、待遇保障不到位、

晋升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多渠道推进队

伍建设，逐步改善社工队伍老化和梯次结构

不合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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