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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民 政 局 
 

沪民社工发〔2020〕5 号 

--------------------------------------------------------------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开展沪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牵手计划”工作的通知 

 

浦东新区、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宝山区、闵行区、松江区民政局： 

根据《民政部关于印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实施方

案〉的通知》（民发〔2017〕160 号）和《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做好沪滇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沪民社工发〔2019〕

6 号），决定由浦东新区、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宝山区、闵行区、

松江区遴选共 20 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援派机构），实施沪

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由浦东新区、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宝山区、闵行区、松

江区遴选共 20 家援派机构，一对一牵手帮扶云南省欠发达地区，培

育发展 20 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下简称受援机构），培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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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欠发达地区为特殊、困难群众提供 20

个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建立完善当地社会工作服务制度，提高当地

社会工作服务水平，搭建沪滇社会工作服务协作平台，推动社会工

作专业力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帮扶任务 

（一）扶持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孵化培育一批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帮扶受援机构提升内部治理、专业服务、资源整合和组织

发展能力，夯实受援贫困地区社会工作发展基础。 

（二）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援派机构选派至少 2 名社会工

作者，为受援机构相关人员提供专业督导、能力提升、资源链接和

项目指导等服务，支持受援地培养至少 3 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促

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双向互助成长。 

（三）支持实施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深入受援地开展并协助实

施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重点为孤儿、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农

村困难老年人和贫困农村空巢、失独、病残、失能老年人开展服务。 

（四）支持建立社会工作服务制度。探索建立健全贫困地区社

会工作服务制度，逐步提升受援地区社会工作服务水平，探索形成

符合受援地区特点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推动建立社会工作助力脱

贫攻坚和壮大基层民政力量的长效机制。 

三、项目管理 

本项目由市民政局牵头，浦东新区、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

宝山区、闵行区、松江区民政局作为项目的责任主体，接受市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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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指导和监督。 

（一）市民政局的职责 

1.落实项目经费； 

2.布置工作任务，明确指标和考核办法； 

3.对项目的进度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控； 

4.组织本市各援派机构之间的交流。 

（二）区民政局的职责 

1.选择援派机构开展项目； 

2.做好项目的立项、监管和评估工作； 

3.指导各援派机构开展项目的运作和统筹，协调辖区资源，保

障项目推进，对项目进行总结。 

（三）服务保障 

发挥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的作用，定期跟踪“牵手计划”实

施情况，加强对援派机构的关心指导；开展项目督导和评估，积极

链接资源，做好相关保障工作。 

四、项目经费 

本项目预算资金共 300 万元，按照浦东新区 150 万元、黄浦区

15 万元、静安区 45 万元、徐汇区 30 万元、宝山区 15 万元、闵行

区 30 万元、松江区 15 万元的标准进行分配。浦东新区选择 10 个援

派机构、黄浦区选择 1 个援派机构、静安区选择 3 个援派机构、徐

汇区选择 2 个援派机构、宝山区选择 1 个援派机构，闵行区选择 2

个援派机构、松江区选择 1 个援派机构开展工作。各区可以结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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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实际，酌情安排项目配套资金。资金使用范围参照民政部社会组

织管理局印发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实施与管理指引》

中民政部奖补资金支出范围使用，包括:活动费用、交通补贴、餐补、

工资津贴和保险。其中：活动费用用于援派社会工作者在受援组织

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期间产生的物资物料、志愿者补贴等；交通补贴

用于援派社会工作者因援派活动产生的在机构所在地与受援地之间

的交通费；餐补用于援派社会工作者在受援地产生的餐食费用（一

般不超过 80 元/人/天标准）；工作津贴用于援派社会工作者在援派

活动期间产生的劳动补贴（一般不超过 80 元/人/天标准；保险用于

购买援派社会工作者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支出时应严格按照财

政资金使用相关规定执行，确保专款专用、合法合规。 

五、时间节点 

2020 年 12 月底前开展工作的动员和部署，明确开展服务的援

派机构； 

2021 年 1 月—2021 年 9 月，各援派机构开展具体服务； 

2021 年 10 月底前，完成项目评估和总结工作。 

 

附件：项目具体要求 

 

 

2020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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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具体要求 

 

一、浦东新区 

（一）文山州村（居）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示范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牵手第八天青少

年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开展文山州村（居）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示范

项目。 

以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为切入点，以村（居）“儿童之家”为载

体，孵化、培育儿童服务类社工组织和专业社工人才，推动“三社

联动”治理模式在文山的深入探索。援派机构通过实地/远程督导，

与受援机构一起，以“儿童之家”为示范点，探索如何通过“儿童

议事会”的形式、结合第八天青少年社会事务服务中心自有服务项

目，提高儿童的社区参与感与参与度。 

（二）青春自护系列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牵手金平苗族瑶

族傣族自治县公益服务中心，开展青春自护系列项目。 

针对青少年和留守儿童的法律援助宣讲需求和禁毒防艾需求，

发起青少年防艾进校园服务，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以“青春自护”

为主题，实施服务当地青少年，培养青少年人才的系列服务。同时

也以此项目作为平台，培养当地的社会服务人才，融入社会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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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方法，使其学会项目策划，服务开展，共同为金平未来人才

的成长和培养贡献力量。以学校团委老师为对象，开展团委老师培

养工作，主要内容包括青少年身心特征及发展理论、青少年社会工

作的理论和方法、青少年个案工作等。 

（三）关爱特殊儿童综合干预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临沧市云县，牵手云县宏华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开展关爱特殊儿童综合干预项目。 

会同云县宏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云县特殊学校的学生开展

特殊儿童综合干预项目，运用个案、小组和社区的方法，提供心理

疏导、生命教育、安全教育、维权教育、就业教育等服务，帮助特

殊学生学会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公民权利，培养其乐观进取的积

极心态，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和独立性，克服其自卑感和依赖感，

引导他们认知、了解、融入社会，帮助他们以平等的地位和均等的

机会参与社会生活或国家建设。同时对当地民政工作人员、特殊教

育学校的工作人员开展社会工作理论及服务能力培训，全面提升本

土社会工作人才的专业社工能力，助力当地社会工作力量可持续发

展。 

（四）“自治·法治·德治”——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区综

合治理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大理州或红河州，牵手当地一家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展“自治·法治·德治”——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社区综合治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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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与式服务的方式培养当地具有社工服务理念和方法的社

工团队及社区自组织，以“自治、法治、德治”的服务实践为基础，

建立社区支持系统，激发社区内生动力，有效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

区公共事务的能力，逐渐形成社区互助网络，将安置点建设成为和

谐幸福的新时代社区。 

（五）“喜乐常在”老年人服务项目和“齐心陪伴”儿童之家

服务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牵手双柏县拯熙

社会服务中心，开展“喜乐常在”老年人服务项目和“齐心陪伴”

儿童之家服务项目。 

在双柏县每个村集中供养的敬老院，引入“喜乐常在”项目，

进一步培育拯熙社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成为具有专业服务能力的

本土老年社会工作人才，通过开展个案管理、小组服务和团队活动

等更全面的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文化生活。 

在双柏县每个村的儿童之家，通过“齐心陪伴”项目，支持拯

熙社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构建完整的儿童之家服务体系，丰富儿

童之家的服务内涵，改善目前儿童之家服务匮乏的现状。 

（六）易门县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质增能服务计划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牵手易门县社会

工作人才服务协会，开展易门县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质增能服务计

划项目。 

开展社会工作基础研修班；全国社会工作师资格证考前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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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 2 名拥有资深经验的督导，为易门县民政部门和基层社区工作

人员中有考证需求的人员开展社会工作考前培训班，有效提升易门

县社工考证通过率；社会工作现场带教服务，以带教受援机构易门

县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协会的方式，在活动方案撰写、现场活动带领、

专业关系建立、离别情绪处理等服务的各个环节引导当地社工的参

与和投入，以共同执行一项服务的方式，协助其了解社会工作相关

理论，并将理论融入到实务操作中，以提升其对社会工作的全面认

知，推进实务的专业发展。 

（七）“未来可期”——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职业启蒙与家庭教

育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大理州永平县，牵手永平《缘爱

行动》服务中心，开展“未来可期”——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职业启

蒙与家庭教育项目。 

以未来为导向，围绕儿童的职业启蒙与体验，带领贫困地区农

村儿童领略社会管理类、健康医疗类、文化艺术类、食品行业等不

同类型的职业特色，让儿童对自身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建立更多期待。

在各种类型的职业体验过程中，融入儿童的自我认识与自我管理，

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通过家长课堂的开

展，促进家庭教育的技能与方法，提升家庭改变现状的内生动力。 

（八）“启航春蕾 阳光暖心”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牵手东川区阳光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开展“启航春蕾 阳光暖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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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川区第一小学的贫困学生提供社会工作服务：通过“一起

学习”帮扶服务，帮助贫困学生通过线上辅导解决学习困难、体育

锻炼、心理健康、劳动技术等方面问题；通过“启航春蕾”计划，

为特困学生提供课业辅导、心理关爱、友爱互助等服务；通过“阳

光暖心”帮扶服务，为残疾学生提供课业辅导、心理关爱、特长培

训、锻炼社会适应能力等服务；通过“开卷有益 书香校园”服务，

为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捐赠图书，开阔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的文化

生活、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理念、形成爱读书的校园文化；通过“悦·读

辅导”服务，为贫困学生提供计划阅读、正确阅读、愉悦阅读等阅

读辅导服务；通过“爱眼月在行动”服务，为贫困学生开展视力检

测、眼保健操、爱护眼睛等服务；通过“课业辅导”服务，为学习

成绩落后、学习困难、厌学等贫困学生提供计划学习、正确学习、

乐趣学习、互助学习等辅导服务。 

（九）“托起希望，点亮未来”沪滇牵手计划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牵手西

盟佤族自治县萌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托起希望，点亮未来”

沪滇牵手计划项目。 

扶持西盟当地首家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西盟佤族自治县萌

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机构负责人定期开展督导，帮助机构负

责人梳理机构发展目标与战略计划，协助机构拓展服务与规模，提

升机构负责人及社工的专业服务技能。 

培育西盟当地儿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加强西盟当地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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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宣传与培训，打造社会工作培训平台，拓展更多社会工作服务

人才，促进上海及西盟社会工作交流；以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

家庭友好访问员为主力团队，进一步开展系统儿童保护及政策培训。 

推进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结合“打开儿童未来之门”项目

基础，链接资源与服务，以儿童友好为核心理念，营造儿童友好乡

村环境，鼓励并支持社工机构及社会工作人才开展具有特色的儿童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打造儿童社会工作阵地：以儿童之家、学校社工服务站、社区

社工服务中心等场所为阵地，辐射西盟更多儿童及其家庭，探索社

会工作参与农村儿童反贫困的服务模式，形成常态化服务网络。 

梳理西盟社工发展路径：结合长期落地西盟，推动儿童社会工

作服务发展等经验，协助西盟当地完成服务模式归纳与提炼，并帮

助西盟当地梳理未来社工发展路径及计划，使项目成效可持续化并

长期积极带动当地发展。 

（十）牵手计划-牵手支教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牵手勐腊县

贝叶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牵手计划—牵手支教项目。 

在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农村小学开展扶贫支教。招募志愿者赴滇，

服务当地少数民族学生。在勐腊县龙林小学和曼岗小学开展以下项

目：冬令营活动；“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民间艺术”主题活动；招募

志愿者，开展音体美等课程。为勐腊县贝叶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提

供线上社工考试培训；为特色农产品进行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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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浦区 

（一）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呀咪呀吧”助学计划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牵手澜沧拉祜族

自治县竹蜻蜓社区公益事务中心，开展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呀咪呀

吧”助学计划项目。 

以部分学龄前教育缺失严重的村寨为试点，以推广 3 到 6 岁学

龄前儿童普通话学习为切入点，启动“呀咪呀吧”助学计划，通过

开展系列普通话课程、入学体验营、家庭入户指导、家长会、节日

主题活动等形式，提升学龄前儿童的学习适应能力，改变其家庭教

育观念，提供当地学龄前教育补充性服务。同时，借鉴上海经验，

倡导建立由政府相关部门指导，学校、村寨、社会组织联合组织实

施的“村寨学生公益基地”，培养村寨学生志愿者共同参与、开展

助学计划。 

三、静安区 

（一）“超有爱”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服务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昆明市或普洱市，牵手 1 家当地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展“超有爱”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服务项目。 

聚焦在校的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群体，以“培育骨干—影响同伴—

良性互动”的方式开展服务。一是从学生群体中挖掘出成绩优良、

具有同伴号召力的成员，通过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和学习能力等方

面的强化，营造学习互助氛围；二是将学生骨干发展为同伴宣传员，

根据需求共同开展情绪管理、人际沟通、社会交往、心理建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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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习惯、青春健康及安全自护等主题活动，促进扩大健康生活和高

效学习的影响力；三是争取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支持，共同营造互学、

互助、互爱的校园氛围。 

（二）边境线上的梦想拼图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牵手耿马傣族佤

族自治县益家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边境线上的梦想

拼图项目。 

四季拼图包从秋冬春夏四个季度，开发以季度加油物资与多元

学习课程相结合的服务形式，让孩子们在获得季度学习必须品之外，

也能收获一季度至少 2 次以上的以“学业课、阅读课、认知课、情

绪课、习惯课、性别意识养成课、世界课”等相关主题的特殊课程，

从而填补现有乡村教育体系的空缺，为当地孩子的成长与发展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学习课程，让耿马的孩子们有坚定的人格去面对未知

的人生。 

（三）益朵太阳花——青听社区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牵手永胜县农村

社区发展协会，开展益朵太阳花——青听社区项目。 

为学校或社区内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提供身心健康方面的服

务。运用社会工作理念与青少年一同探讨自我、自我与他人、自我

与环境的关系，让青少年在学习之外，开展对社区的观察和认知，

尝试“社区议事”，充当社区志愿者，为其注入社区发展的理念，

让青少年对自身所在的社区产生更多的链接感。项目采用小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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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活动等方式开展服务。同时，通过项目的实施，协助当地社工

机构了解项目开展的逻辑和要素，提升当地社工机构的项目运作和

管理能力。 

四、徐汇区 

（一）上海“心公益”助残扶贫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牵手当地一家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展上海“心公益”助残扶贫项目。 

帮助受援地区贫困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援助，让贫困残疾人实

现脱贫。筛选受援地就业年龄段内、心理健康的贫困残疾人加入本

项目计划，以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管理受助对象。招募爱心社

会企业，提供公益性岗位。 

开发受援地的特色产品、扶贫产品，以部分上海地区慈善超市

为平台，将公益性岗位上的残疾人及帮扶地区的农户日常产出的农

副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带进上海地区的企业用户及社

区居民家中，营造整个上海地区人人做公益，人人爱帮扶的氛围。 

（二）留守儿童圆梦微心愿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迪庆州，牵手当地一家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开展留守儿童圆梦微心愿项目。 

关注农村大量的留守儿童，通过走访和探望留守儿童家庭、学

校和社区环境等，进行需求调研，广泛征集孩子们的微小心愿，既

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经过一定的筛选，将一部分微心愿作

为募集目标，向上海和当地有条件的企业及爱心人士公开邀约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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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募集的资金为孩子采购他们需要的物资，作为礼物送给这些留

守儿童。对于精神层面的微心愿，也通过社会资源的链接，尽可能

为孩子们圆梦。让这些留守儿童体会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树立正

能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通过项目的实施，呼吁和倡导全社

会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向孩子们伸出关爱的援手。 

五、宝山区 

（一）墨红镇留守老人日间照料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牵手富源县成心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墨红镇留守老人日间照料项目。 

为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照料的留守老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等

日托老人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娱乐和交通接送等

日间服务，满足留守老人在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精神慰藉等方面

的基本需求，对半失能老年人提供白天可以到中心接受生活照料、

保健康复、娱乐休闲等综合性日间服务。使得这些老人能够继续生

活在自己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提高生活质量，增进身心健

康。提供老年社会工作者专业服务，丰富老人的精神世界，丰富老

年生活，减少独居高龄老人的孤独感，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

量。 

六、闵行区 

（一）鲁甸县卯家湾易地扶贫安置区“牵手计划&天乐计划”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牵手昭通市安然

公益事业联合会，开展鲁甸县卯家湾易地扶贫安置区“牵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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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乐计划”。 

在把握贫困群体切实需求的基础上，打造以“党工+社工+志愿

者+社会”为载体，以专业社工为核心，以公益活动平台，以物业服

务资源为基础，以志愿服务为形式，运用志愿服务回馈机制，促进

卯家湾易地扶贫安置社区老人与儿童参与社区服务，在助力解决贫

困群体生活问题的基础上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借此契机，整合

各方资源，打造一个“公益平台+物业+志愿服务”创新型社区运营

模式，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社区服务经验。 

（二）沪滇爱心公益基地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牵手陆良县希望

公益服务中心，开展沪滇爱心公益基地项目。 

在云南省陆良县建立沪滇爱心公益基地，从人才培训（在地志

愿者、社工、孵化社会组织、培育行业专业人才等）、乡村振兴（全

域旅游文化品牌输出、农特副产品资源链接、吸引人才回流）两个

方面着手，深化项目内涵，培养一批人才；链接一批资源；挖掘一

批特色产品、探索一种结合在地属性的乡村振兴模式和通路。 

七、松江区 

（一）沪滇儿童公益课堂项目 

遴选 1 家援派机构，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牵手勐海县

贝叶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沪滇儿童公益课堂项目。 

通过聘请松江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和相关领域专家为受援机构督

导师，为受援社会工作机构提供专业支持，并辅导在地社工开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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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项目。以捐赠童书、玩具为载体，开发设计儿童公益课程，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族文化相结合，通过文化+、艺术+、运动+、

公益+等形式，组织开展云南当地 7—12 岁儿童可参与的公益课程。

深化“童音留声机”品牌项目，让孩子们把书籍中的故事人物、自

己的体会感悟以“声音艺术”呈现出来，形成有声式阅读、分享式

阅读、浸入式阅读、深度化阅读。让孩子们与“小白杨爱心图书室”、

与更多的公益力量、与捐赠图书、奉献爱心的社会人士连接起共同

的阅读情感故事。 

 

(此文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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