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2024年10月17日 星期四
总第3033期/本期16版第 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0013
邮发代号 33-9

责任编辑:蓝旭
版式设计:宇红

出版单位:每周文摘报社
主管单位:福建日报社
主办单位:每周文摘报社

福建省健康教育促进中心
协办单位：福建省计划生育协会

咨询热线：400-991-2221
投稿邮箱：fujianwsb@126.com

□本报记者 张帅
有一群人，“摆渡”在医护与患

者之间，他们帮助解决身体、精神等
有关医疗、健康的许多难题，他们便
是医务社工。

医务社工的工作比较繁杂，包
括下病房走访新住院的患者，解答
患者提出的各种疑问，协调患者遇
到的服务问题，帮助经济有困难的
患者接受医疗救助，还要协助处理
不良情绪等。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等多部门联合制定

《医 学 人 文 关 怀 提 升 行 动 方 案
（2024—2027年）》，明确加强社工和
志愿者服务。

然而，患者、家属乃至医护人员，
他们中许多人对医务社工知之甚少，
误认为他们与普通志愿者无异。

医务社工的发展现状如何？记
者就此进行了探访。

温暖医患的“隐形桥梁”

福鼎市医院的社会服务室，是
医务社工钟源源及其团队默默耕耘
的阵地，在这里，需要帮助的患者可
以接受医疗救助、病房关怀，可以倾
诉病痛下的心理压力……

“谢谢你们，帮我申请这么一笔
临时救助金！”“你们的陪伴，让我爱
人的心结慢慢解开……”这些感激
的话语，是患者及家属对福鼎市医
院社会服务室最真挚的回馈。

王先生的故事，是医务社工工
作成效的缩影。面对摔伤导致骨
折，本身就有智力残疾，以及经济困
难的王先生，医务社工钟源源为他
争取到了两笔慈善救助金，并链接
了志愿者资源，还在患者出院后，为
他找到了愿意接收的养老院。这样
的全方位支持，让王先生的康复之
路不再孤单。

面对独自在福鼎务工的云南籍
单身老汉赵老伯，突发脑溢血且孤
立无援时，也是福鼎市医院医务社
工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开启了生命
救援的绿色通道。

在赵老伯微弱的“我要回家”呼
唤中，医务社工们捕捉到了那份对
故土的深深眷恋。尽管面临侄子拒
绝接收的重重困难，但他们却未曾
言弃，而是穿梭于沟通与协调的复
杂网络中。多方沟通、协调各方资
源，最终跨越 2000 公里，全程护送，
圆了赵老伯的“回家梦”。

“每一位医务社工都是医生的
助手、病人的帮手。”福鼎市医院社
会服务室的负责人陈影这样定义医

务社工的角色：协助病患及家属共
同解决因疾病带来的家庭、经济、心
理等各种问题，充当着医生和病患
的润滑剂，提供有温度的医疗，是医
疗人文的传递者。

福 鼎 市 医 院 社 会 服 务 室 自
2008 年成立以来，从最初的 4 位非
社会学专业的医护人员，发展到如
今拥有社会工作、心理、医疗及护理
共 7 人组成的结构合理、专业互补
的黄金组合。截至 2023 年底，社会
服务室已帮助 3520 位患者，其中
2515 位患者获得了经济援助，资助
金额高达 463.6426万元。

数据背后，是无数患者家庭重
获新生的故事，也是医务社工默默
奉献的见证。

非医非护的他们 路在何方

医务社工这一群体正悄然成为
连接医患、温暖人心的桥梁。然而，
认知度低、社会认可度不足，常让医
务社工们很受伤，感受到职业发展
的“寒意”。

自 2009 年新医改方案明确提
出开展医务社会工作以来，医务社
工的重要性虽获认可，却长期在社
工行业中扮演着“小群体”的角色。

在福建，众多医院往往将医务
社会工作置于“替补队员”梯队。

2017 年，福建省卫健委下发了
《进 一 步 改 善 医 疗 服 务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年）考核指标》，医务社
工制度首次提升至一级指标，其分
值占总分的 6%，许多医院这才开始
着手开展这项工作。

但是，实际执行中，医务社工的
“尴尬”地位并未根本改变。医务社
工的职业前景因“非创收性”负担而
蒙上阴影，医院在招聘与培养上缺
乏动力。

医务社工岗位，由于工作环境
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仅有热忱和
爱心是不够的，更需要专业化，其服
务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就医体验
与满意度。

全国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委员、泉州市社会工作协
会会长、晋江市致和社工事务所理事
长夏晋城指出，医务社工行业面临的
首要问题是社会认知与认可度的欠
缺。该行业整体薪酬待遇偏低，没有
统一标准，差异化严重。如，福鼎市医
院一名医务社工月薪在5000元~6000
元之间；在泉州区域，新入职的医务社
工月薪普遍徘徊在3000元左右。

“在我们单位，每个月在薪酬以
外，按照社工的职称，设置奖励金，
初级 150 元，中级 300 元，高级 800
元，但大部分社工机构标准无法达
到 这 么 高 ，甚 至 奖 励 或 补 贴 都 没
有。”夏晋城坦言，医务社工光有经
验积累与职称提升还不够，唯有不
断精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能力。
只有专业实力摆在前，社工机构及
医疗单位自然会竭力挽留，待遇的
提升与改善将随之水到渠成。当
前，优秀社工稀缺，机构乃至合作方
必会竞相争夺，这是市场对专业价
值的认可与追求。

目前，与晋江市致和社工事务
所等第三方机构合作，已成为部分
医院引入医务社工服务的新趋势。
这些机构不仅提供医务社工专业培
训，还承担着情感、行政和技术支持
的督导功能。晋江市医院、晋江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晋江市医院晋南
分院、晋江市梅岭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市、县级医疗机构和晋江
市疾控中心已率先购买“社工”服
务，医务社工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正
逐步扩大。

医疗“润滑剂”亟待社会关注

医务社工是医疗团队中的“润滑
剂”，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这一职
业在我国却面临边缘化的困境。

福建省内目前有福建省立医
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
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建省
儿童医院、福州市第一总医院、福州
市国德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四川
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厦门弘爱医院、
厦门长庚医院、厦门莲花医院、漳州
市医院、晋江市医院、宁德市闽东医
院、福鼎市医院、三明市第二医院等
多家医院开设医务社工部或有设置
医务社工岗位。

尽管福建省内目前有厦门大
学、福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
师范大学、闽江学院等 13 所高校开
设有社会工作专业，但开设医务社
会工作方向的仅有厦门大学和福建
医科大学两所。

福建医科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
黄翠萍介绍，自2002年创立以来，该
系已培养出19届共计1312名本科毕
业生，他们广泛分布于省内外的知名
医院及慈善组织，如厦门市长庚医
院、福建省立医院宁养院、九〇〇医
院等，在临终关怀、器官移植协调、医
养结合等关键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此外，福建医科大学社工系
的毕业生还跨越地域，在上海的一些
顶尖医疗机构担任高级社工职务。

此外，统计数据显示，在社工机
构、医院以及慈善组织等部门工作
的社工系毕业生比例约为 30%。
也就是说，已就业的毕业生当中，约
有一半在从事与社工相关的研究或
者实际工作。

当前，医务社会工作的需求量
正持续扩大。

随着医疗服务模式的升级和患
者需求的多样化，具备专业素养的
医务社工成为大型医疗机构不可或
缺的力量。然而，现实是医务社工
的就业市场仍存在显著缺口，尤其
是在三甲医院中，其专业价值和服
务需求尤为迫切。

从教育体系来看，我国已建立
了本硕博一体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
体系。

医务社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但这一群体被接纳，尚需更多的时
间，需要社会各界给予医务社工更多
的关注与支持，共同推动这一职业的
发展，让医务社工成为医疗服务体系
中不可或缺的“隐形桥梁”。

医务社工 不可缺失的“隐形桥梁”
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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