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重慶成為社工發展沃土

與香港有着成熟的社工體系不同，在內地特別是西部城市重慶，多數人對「社工」概念十分

陌生。當第四屆重慶市港澳政協委員勵娜第一次來到重慶，試圖促進渝港社會服務工作交流

時，深感「無從下手」。近年來她致力於開拓香港與內地社工的交流與培訓，已取得階段性成

果，但勵娜告訴記者，真正要推動內地社工人才的發展並建立本土化社會服務模式，尚需要政

府層面的政策支持。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孟冰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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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會議贊同志願軍入朝

勵
娜

■1950年6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
第八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強烈譴責美國侵略
朝鮮和中國領土的罪行。 資料圖片

■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圖示。 資料圖片

■重慶仁懷社工服務中心在學校開展關注留守兒童的活動。 本報重慶傳真

「香港來的社工姐姐」

作為資深社會工作者，勵娜2004年創立了香港社會福利服務從業人員
協會及「無國界社工」組織。回憶起2009年首次來重慶的情形，勵

娜說：「當時的重慶對於社工概念一片空白，我與民政部門聯繫『渝港社
工兩地交流』時，卻一時找不到『交流』的對象。」彼時的重慶，沒有一
家社會服務機構，沒有專業的社工人員，重慶民政部門只好邀請香港社工
參觀傳統的福利院、養老院等，「裡面有一些志願者服務，但不是專業社
工。」勵娜說。

「社工姐姐」與留守兒童
不過從2012年開始，重慶的社會工作服務發生了悄然變化，勵娜的「無
國界社工」也在重慶巴南區展開了第一個「關愛留守兒童」項目。次年5
月，勵娜牽頭成立重慶仁懷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繼續拓展留守兒童的社工

服務。據不完全統計，三年來重慶仁
懷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已經服務了6所
學校上萬名留守兒童。
「我們選擇的6所合作學校都地處

『城鄉結合部』，留守兒童佔比百
分之八十。」勵娜幾乎每個月都要
從香港趕赴重慶看望留守兒童，
「他們大部分跟爺爺奶奶一起生
活，性格內向，與外界有一定的隔
閡，不願意袒露心聲，我們的社工
就從鼓勵孩子們說心裡話入手開展
工作。」
讓勵娜沒有想到的是，重慶社工

服務中最受歡迎的項目竟然是「社工姐姐的信箱」。信箱每個禮拜都收過
很多留守兒童的信，字數長短不一，大部分內容是諮詢人際交往中的困
惑、傾訴思念父母等，這些孩子拙於表達、不善言辭，但性格細膩、敏感
脆弱，希望內心的迷茫能得到社工的幫助。
「留守兒童這個群體比大家想像中的更值得關注。」勵娜指出，除了物
質條件，他們對心靈關愛的需要更值得關注。相對於志願者的愛心探望或
者慈善家的慷慨捐贈，社工的長期陪伴和心靈疏導，更卓有成效。

「志願者？還是慈善？」
勵娜少年時跟隨父母從黑龍江南下至港定居，起初有許多不適應，所幸

在學校得到了社工無微不至的幫助。這段少年經歷也促使她最終選擇從事
社工工作。

但在內地推進社工服務的過程中，勵娜遭遇了巨大的困難。她告訴記
者，香港社工化程度高，700萬總人口中有2萬名社工人員，按照這個比
例，每350個香港人就有1個社工在為他們服務，但是在內地城市，尤其是
西部城市，許多官員對於「社工」的理解有失偏頗，一提起社工就問「是
志願者？還是慈善？」這常令勵娜啞然。
「其實做了這麼多年社工工作，在內地最大的困擾就是大家不知道我

們是做什麼工作的。」勵娜有些沮喪，「這個職業需要愛心，但這個職
業更大的特點，是它在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提供服務。」勵娜告訴記
者，比如一個家庭裡有個小孩子有自閉症，這時候，有相關知識和技能
的社工會對這個小孩進行專業的輔導和救助，「這絕不是隨便找個人陪
孩子聊聊天就行的。」

社工服務亟需政府支持
不僅如此，專業社工流失嚴重也讓勵娜深感困擾。她說：「在香港，社
工是一份成熟的職業，擁有完善的晉升體制，但內地城市不同，比如重慶
的社工招聘是依據項目來實施，與政府或者學校有合作項目，就進行招
聘，合作項目終止社工也會面臨解聘，這讓從事社工職業的人毫無安全
感。一份薪酬微薄、前景未知的工作，如何留住人才？」
勵娜稱，在香港雖然社會工作機構的經費是多元籌集的，但政府的財政
撥款始終是主渠道。香港社工發展的成功，就是以香港政府的主導作用和
大力的財政支持為前提和基礎的，香港政府購買服務是納入政府財政預算
的，與之相比，內地政府購買服務的隨機性比較大，投入量也相對較小。
雖然勵娜深知，香港與內地發展水平不同，工作理念及民情政策也不一

樣，因此未必所有經驗都適用於內地，但她呼籲，社工在內地的發展亟需
政府支持。

今年年初，在重慶市政協會議上，勵娜提出，青少年
禁毒教育領域亟待關注。她認為，近兩年青少年吸毒呈
現上升趨勢，特別是網絡上影響廣泛的明星吸毒事件，
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產生不好的示範。
「青少年對毒品方面的認知極度缺乏，不能只依靠政

府加強執法或加強宣傳，而其他方面沒有配套的跟
進。」勵娜說，目前社會上對青少年禁毒教育遠遠不
夠，還需大力發展禁毒社工來幫助吸毒者戒毒，幫助青

少年遠離毒品。
「現在的青少年可能更需要一些細緻的關懷，我們還

是倡議設置禁毒社工。」勵娜說，「曾經沾染過毒品的
市民，他們不希望人們過度關注，又希望大家能關懷
他們，這是一種很矛盾的心態。現在重慶的禁毒教育
主要由政府推動，但這些戒毒者對官方的教育懷有警
惕心理與排斥感，我認為由社工組織之類的民間機構
來做，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倡設禁毒社工助「癮君子」重生

勵娜直言，在重慶拓展社會工作近六年，感到重慶
在引進香港社工理念時「既開放又謹慎」。所謂開
放，是指重慶民政部門、教育部門一直在積極爭取與
香港社工組織的交流與合作；所謂謹慎，是指重慶對
社工範圍的適度開放，如「無國界社工」組織目前僅對

青少年社工有所涉足，醫療、養老等領域尚未放開。她
希望重慶作為西部城鄉統籌的直轄市，能盡早成為社工
發展的沃土，「我們總跟重慶的社工們說，城市會越來
越好的，社會服務體制的健全不僅是城市進步的標誌，
更會在潤物細無聲中化解很多社會問題和矛盾。」

美韓軍隊越過三八線北犯，朝鮮戰爭迅速向不利於北朝
鮮的方向發展，金日成於1950年10月1日向中國政府緊
急求援。毛澤東權衡利弊，下定決心，抗美援朝，於10月
8日發佈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為了援助朝鮮人
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藉以保
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着將東北
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
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
當然，這一決策並非如此容易。從10月1日到8日，中

共中央先後召開書記處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軍委
會議，討論入朝作戰問題，毛澤東還通過電報形式與斯大
林就蘇聯援助問題進行了反覆溝通。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人心思安，百廢待興，馬上又

捲入一場大規模戰爭，不僅會冒經濟上的風險，而且可能
導致政治上的不穩定，因此黨內對入朝作戰持不同意見者
甚眾。但是，從國家大局出發，從長遠利益看，抗美援朝
若能取得勝利，將有利於締造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
有利於提升新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有利於進一步提振
民族的自信心。反之，若是任由美國軍隊將朝鮮半島佔
據，則不僅直接威脅中國的安全，且會助長美國的囂張氣
焰，中美戰略格局將出現此消彼長的局面。因此，出兵朝
鮮，是出自深刻的戰略考慮，而絕非意氣用事，是緣於中
國的國家利益，而不是如時下某些人所言被蘇聯利用。正
如彭德懷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言：「出兵援朝是必
要的，打爛了，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如美軍擺在鴨
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藉口。」

更重要的現實問題是，美國人已經打到了我們家門口，是
可忍孰不可忍？聶榮臻後來說：「不是毛澤東好戰，問題
是美國已經打到我們的國境線上了，不打怎麼辦？」
1950年，美國鋼產量8,772萬噸，工農業總產值2,800

億美元，而中國的鋼產量只有60萬噸，工農業總產值只有
100億美元。中美兩國的國力相差懸殊。但是，中國人民
團結一致，有心氣，也有能力克服困難，應對戰爭。美國
也並非沒有弱點，毛澤東認為，美國軍隊有一長三短：一
個長處就是鐵多，三個短處分別是戰線太長、運輸路線太
遠、戰鬥力太弱。「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你打你
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
點，跟着你打，最後打敗你。」毛澤東如是說。
當然，由於蘇聯在是否出兵援助、是否提供飛機大炮裝

備支持等方面顧慮重重，也的確延緩了中共中央的決策，
從10月8日發佈命令到10月19日志願軍正式跨過鴨綠
江，中間有過一些持續的討論和思考，但久經戰火考驗、
具有大無畏革命精神的中國領導人和中國軍隊最終選擇了
鐵肩擔道義，勇往直前！
10月15日，平壤告急。10月18日晚，毛澤東在當面聽
取周恩來、彭德懷的匯報後，電令第十三兵團司令員兼政
治委員鄧華等：「四個軍及三個炮師按預定計劃進入朝北
作戰，自明十九日晚從安東和輯安線開始渡鴨綠江，為嚴
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隊每日黃昏開始至翌日四時即停止，
五時之前隱蔽完畢並須切實檢查。」
早在1950年7月13日，也即所謂「聯合國軍」組建不

久，中共中央即作出《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調遣

五個軍近三十萬人陳兵鴨綠江畔，隨時待命渡江。從10月
19日起，中國人民志願軍陸續秘密進入朝鮮，伺機而動。
此時，麥克阿瑟所率領的「聯合國軍」因為戰事順利而自
大輕敵，分兵北犯，直逼中朝邊境，對中國人民志願軍的
出現幾無防備。毛澤東即在此時下達了第一次戰役命令，
要求初戰必勝。
10月23日，疾速推進的美軍與隱蔽待戰的中國人民志

願軍已近在咫尺，戰役一觸即發。
10月24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

次會議討論抗美援朝問題。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主
持會議。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作了《抗美援朝，保衛和平》
的報告，指出：「對美國侵略朝鮮我們不能置之不理。但
是，如何理？如何管？要有進一步的決策。」與會的政協
常委、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
就中國對美國侵略朝鮮如何「理」的問題進行了深入討
論，最後一致贊同組織中國人民志願軍援助朝鮮。
10月25日，南朝鮮軍一個加強營由溫井向北鎮進犯，

被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四十軍一個團以攔頭、截尾、斬腰
的戰術，將其大部殲滅，揭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
打響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第一仗。中國人民一直
把這一天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的紀念日。在諸
多正式出版物上，均將24日的政
協常委會議與25日的志願軍公開
赴朝作戰相提並論，其緊密相關
性正是建國之初政協重要政治地
位的反映。

■重慶仁懷社工服務中心社區社工在為居民服務。 本報重慶傳真

■香港「無國界社工」組織創辦者、重慶市政協委員勵娜。 記者孟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