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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SOCIAL CONSTRUCTION

  社会工作介入贫困农村社区建设研究

——以“D村社区发展与健康教育”项目为例

岳天明 俞博文

摘要：结合社会工作实践项目，通过对贫困农村社区发展现状的调查诊断和评估，设计项目方案，开展社会工作

发展项目介入服务。项目实践表明，社会工作在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社区建设方面成效显著但也有需要认真反思之处。突

出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留守妇女是农村社区建设中不可小觑的一支重要力量，对贫困农村社区妇女

的赋权增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也是社会工作介入贫困地区农村社区发展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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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区建设的深层意蕴可以表述为：社会个体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和政府对社会秩序有效治理的

谋求。
a
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社会建设成败的关键。如今，推动社区为本的

整合社会工作实践已成为中国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
b
它要求社会工作者/项目以整个社区为基础，提升

社区民众之间的心理联系，这对于实现社区“自组织”和“他组织”的整合，
c
在重建社区感的基础上实现

社区可持续生活和发展意义重大。

自2008年成立以来，甘肃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同心”）一直致力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社

会工作服务，全力推动农村社区综合发展。2014年以来，“同心”在施永青基金会的支持下，多次赴项目村

调研和评估，前往甘肃庆阳D村开展实施了为期一年多的社区发展项目。从前期调研、具体实施、管理运行、

成效评估等一系列实践历程看，该项目的介入性探索在增强村民的自信心、提高社区发展参与度、激发农

村社区的动力以及改变村民滞后观念等方面，展现了社会工作的介入效应。本文围绕项目实践，分析社会

工作在贫困地区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应用，以期进一步拓展社会工作实践在欠发达地区农村社区发展

中的应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活力研究”（项目编号：16BSH039）。

作者简介：岳天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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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岳天明、魏冰：《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社区建设及政府角色定位》，《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b 张和清：《中国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与实务模式探索——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东南学术》，2016（6）。

c 钱宁、田金娜：《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组织与社会工作的介入》，《山东社会科学》，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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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及D 村社区现状

D村所在的镇原县是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困县之一，也是甘肃省58个贫困县和甘肃中东部18个干旱县

之一，位于甘肃省东部，庆阳市西南部，东临西峰区、庆城县，西接宁夏自治区彭阳县，南接平凉市泾川

县、崆峒区，北靠环县，县政府相关部门在近些年极力引进外部资源推动贫困社区发展。施永青基金会早

就在镇原县多个村社开展了扶贫项目，并有良好的影响。甘肃怡欣心理咨询中心也在施永青基金会的支持下。

于2014年7月在中原乡的T村开展了社区发展项目，并且赢得了镇原县政府相关部门的支 持和认可。“同心”

于2014年8月和9月两次赴庆阳D村进行调研，详细掌握了社区现状。

D村共有2187人，全村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约300人，有初中文化程度者约800人，小学文化程

度者约600人，其余近500多人几乎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村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村里有一所小学，但老

师不足十位，课时任务繁重，每位老师每天基本都要面对不同年级的课程。小学内附设一所幼儿园，二十

几位学生，分大、中、小三个班,但在同一教室上课，由一位年轻女老师负责。学校的教室为砖土混合结构，

虽为早期修建但还保持砖红色。因年久失修，部分教室墙面的砖块跌落、凹凸不平。两个学生共用一张课桌，

凳子为村里的木匠所制。

村民常年农耕种植，基本不懂经济耕种或合理利用土地，不理解政府推行的脱贫致富和精准扶贫政策，

大部分村民将政府发放的脱贫资本落作他用。大多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只有年头节尾才偶尔回家。村里

的孩子大多和爷爷、奶奶长期生活在一起，他们在课余要更多地帮家人干农活。

村里留守妇女居多，她们之所以没有外出是因为孩子太小或家中老人年事已高。村民个人及家庭卫

生环境普遍较差，大部分村民都用旱厕，部分农户家中没有固定厕所，在羊圈、牛圈或猪圈如厕的现象

较为普遍，村民也没有定期洗澡的习惯。村里的卫生设施也不齐全，只有一家很简陋的村级卫生所，只

有一名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或专业培训的男医生，他只能对常见疾病做出简单诊治。社区没有进行过疾

病预防和健康卫生常识宣传，妇女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和疾病预防意识。村民常常是小病不就医，只有

患了大病，因疼痛难忍而不能下地干活时才去卫生所或县医院。村里的党员很少，党组织也不健全，村

干部年龄较大，对村里各项事务力不从心。尽管国家每年都会通过大学生村官选拔考试、选调生考试和

基层调配等各种政策补给农村基层建设，但来报到的人员或不愿下基层，或不满当地的条件，最终都会

通过各种渠道返回市区。

二、问题评断

为尊重研究的对象，就需要仔细考察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防止“那些被研究的对象很少参与研究或

评估的设计和操作”
a
。“同心”在D村的前期调研始终非常在意社区居民的积极表达和热心配合，并得到了

村委会班子和社区主任的全方位支持，多次走访社区有关居民，了解本地风土民情和社区现状，通过与村

民交流互动和深入访查，全面评判D村状况。

a Leon H. Ginsberg：《社会工作评估：原理与方法》，黄晨曦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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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思想观念方面。对于未来，村民大多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意识，停留在“有面吃饭、没面

喝汤”的层面。村民并不能完全理解政府提倡的精准扶贫、脱贫致富政策，发放的脱贫资金往往会另作他用。

大多村民的种植观念相对陈旧，由于缺乏种植技术的指导，不能合理利用广袤的平塬，只是种植粮食作物，

很少会考虑在粮食作物丰腴的情况下引种高产、高价的经济作物，个别村民即便能够想到，依然会整片种

植粮食作物，然后再变卖为经济收入。不过，勤劳和坚韧是村民长期不变的本色，他们对新生事物既充满

好奇又存有惧怕心理。

第二，文化生活情状。村民日常生活单调，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小孩常年见不到父亲，除了上学

就是帮爷爷放羊，帮奶奶做饭，帮妈妈干家务，很少有游戏娱乐。留守妇女的日子最难熬，她们不仅要照

顾未成年的儿女、年迈的公婆和父母并帮他们干农活，而且有苦无处倾诉。尽管与丈夫相距甚远，但村里

43％的留守妇女也会向在外打工的丈夫诉说烦恼，向自己父母、公婆、孩子、邻居倾诉的概率分别为10％、3％、

9％、11％，22％的留守妇女选择向自己诉说，繁重的生活压力加之常年见不到丈夫让村里的留守妇女苦闷

情绪蔓延。好在绝大多数村民对未来还存有念想。

第三，社区组织建设。D村地处偏僻，村级基层组织有名无实，运行缺乏规则，大多数党支部成员一干

就是几十年，对村民的号召力较差，干部年龄偏大，缺乏活力，领导能力弱。此外，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

相对较弱，不能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导致村民之间、村与村之间团结合作意识薄弱，村民处于闲散状态，

凝聚力不强。

第四，医疗设施和村民健康意识。在D村，村民没有受过疾病预防和健康卫生教育，没有健康意识，

认为只要不疼不痒，能下地干活就行，能挨过去的都不算大病。大多人认为，疾病和疼痛都是因为下地干

活劳累所致，他们理应承受。村民不关心患病原因，不了解预防方法，没有体检意识。妇女普遍缺乏卫生

保健意识，医生的卫生保健意识也相对淡薄。

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建设的方案设计

社会工作的介入是加快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可选之途。社区建设的要旨在于新生活、新秩序和新的管

理模式的萌芽及开花结果，
a
这以找到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但其作用的真正发挥则需

建立在村民积极参与的基础之上。在这里，“介入”很有可能是建立平等基础上的伙伴关系，也可能是表面化、

象征性的，因而是反赋权的
b
；“参与”是个案对具体过程的积极回应，它能适时回应案主需求并将其纳入服

务范围，让服务变得更具包容性。社区建设成效的高下，一方面需要社会工作的有效介入，另一方面更需

要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依据对D村的调查和分析诊断，项目组在评估社区需求时没有发放问卷，主要是

在多次沟通并征得当地绝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基础上，经过多方、数次民主讨论，我们制定了如下的项目方案。

开展该项目的主要侧重点在于帮助村民探索情感和认知等方面的支持，以期从思想层面提高村民的资源整

合意识和社区发展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为社区建设打下基础。为此，社会工作者是被置于更加合适的位置

a 岳天明、魏冰：《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社区建设及政府角色定位》，《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b Robert Adams：《赋权、参与和社会工作》，汪冬冬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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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参与、观察和介入权力关系的运作的。
a

结合D村实际，项目始终以挖掘妇女的潜能为着眼点，始终鼓励留守妇女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

有能力创造出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选取有发展潜能的妇女作为社区建设中的骨干后备人选，用赋权视角

对其进行领导力培训。因此，要言之，方案设计主要以社会支持理论、优势视角理论和赋权理论作为理论

基础。

针对问题 活动设计 活动目的

思想观念方面
活动1 建立“社区图书馆” 建立村民沟通、学习平台

活动2 组建村民学习小组 促进村民学习、交流，提升自身素质

文化生活情状

活动1 组建广场舞蹈队 娱乐留守妇女生活并强身健体

活动2 组建农村妇女互助组 让留守妇女能互诉衷肠

活动3 举办社区文艺晚会 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增进邻里间互助交流

活动4 留守儿童亲子互动 考验亲子间默契程度，激发父母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增强亲子情感

社区组织建设

活动1 选举妇女骨干
选举出具有积极性、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愿意将所学知识向其他村民传
递的妇女作为骨干

活动2 举办妇女骨干领导力培训
增强妇女骨干在传递知识过程中的自信心和能力，促进妇女骨干传递健
康知识的动力

村民健康意识

活动1 建立健康促进小组，开展健
康知识讲座

树立妇女有病早治疗，无病早预防的健康理念

活动2 开展健康知识竞赛和社区卫
生环境评比活动

加强健康教育，增强疾病预防

活动3 体检并跟踪治疗
邀请乡镇卫生院大夫对150名育龄妇女全面体检，并对查出疾病者进行
跟进治疗

活动4 制作并发放健康教育手册、
光盘

加强普及健康知识，巩固疾病预防常识

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发展的实施过程

在中国，进入到专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社会工作既不能放弃关注宏观领域的社会化追求，也不能无视

对微观个体的关注和治疗。
b
在充分挖掘社区自治能力的前提下，社会工作依靠农村社区内部力量，注重引

导农民自己解决问题，鼓励通过增强个人和社区能力来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农村社区建设目标。
c
依托有针

对性的项目的实施，社会工作者会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有效地结合起来，积极发挥

社会工作在农村地区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针对活动方案，我们有序推进了方案的实施。

第一，针对思想观念的问题，建立社区图书馆和村民学习小组

物质的富裕固然是社区丰裕的表征，但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精神文化的富足更为重要。
d
为了解决村

a 阿德里娜·S·尚邦等：《话语、权力和主体性：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郭伟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224页。

b 彭华民：《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百年论争、百年成长与自主性研究》，《社会科学》，2017（7）。

c 张丽娟、左群：《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治理的实现》，《社会工作》，2014（2）。

d 张和清：《从个案救助到社区能力建设——从两个案例看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中国社会工作》，2017（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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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区意识淡薄，文化教育滞后，创业意识不强等问题，项目组于2015年3月入驻D村展开调查，4月中

旬，在村委会协助下，在村里废弃的小学里搭建了社区图书馆，购置农业技术指导和农村创业等类书籍。

社区图书馆建成后，定期组织村民进馆学习，带队社工及时讲解村民不解不懂的知识点。此外，根据村

民兴趣和意愿，引导他们自主建立村民学习小组，邀请村主任和学校领导为他们做讲座，根据实际讲解

有关于精准扶贫、脱贫致富等方面的政策，帮助村民深入了解国家相关政策；分析个人利益、集体利益、

社区利益以及国家利益间的关联，理解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促进村民思想上积极进步，观念上紧跟社会

发展潮流。

第二，针对文化生活情状，组建广场舞蹈队和留守妇女互助组，并举办社区文艺晚会和留守儿童亲子

运动会

为了改善村民生活单调，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状况，2015年7月项目组开始着手组建妇女广场舞蹈队。让

我们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初次组建广场舞蹈队非常不容易。在当地，村民们不接受女人跳舞，无奈之

下只能工作人员带头跳。起初几天，村里人只是围观而不参与，到第五天以后，才逐渐有人跃跃欲试，时

过一周，有七、八个妇女参与其中。小孩子无顾忌地积极参与总能引来家人的围观。时过半个多月，参与

跳舞的妇女已超过二十人，后来则更多。刚开始在旁边“看笑话”
a
的观众逐渐向跳舞的妇女投去欣赏的眼光，

还不时引来啧啧谈论。

2015年10月，项目组以舞蹈队成员为基础，组织成员分享跳舞感受，畅谈对舞蹈队后续发展的建议，

在多次交流分享中加深了队员的彼此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妇女互助组，引导妇女更加深入了解队友，

认同和接纳队友，促进她们成为彼此无话不谈的朋友，鼓励彼此在遇到困难时寻求“朋友”的帮助，也鼓

励彼此之间相互倾诉，排解压抑情愫。

项目组顺水推舟，针对全村留守人员举办了社区文艺晚会，设计了适合留守老人和儿童娱乐的项目。

出于长期考虑，此次社区文艺晚会由妇女骨干和妇女互助组协调举办，项目组帮助她们了解举办文艺活动

的流程，熟悉每个活动环节，方便以后自行开展。首次举办文艺晚会恰逢2016年元旦，故以“元旦文艺晚

会”为主题，由项目组人员协助，妇女骨干和妇女互助组相互配合举办，并选取妇女骨干王银凤和秦慧芳

为文艺晚会主持人。晚会现场于当天下午四点半左右着手布置，六点半左右，现场安排和节目顺序基本就绪。

七点整，D村首次元旦文艺晚会准时开始，邀请了村支书和学校两位老师作为嘉宾，村支书做了简短开场发

言。晚会舞台简朴而精彩，表演节目包括老人演奏的京剧《红灯记》选段、青年人演唱的流行歌曲《父亲》

和《妈妈的吻》、舞蹈队的广场舞、小朋友的歌舞表演《小苹果》、庆阳特色“三句半”等等。在十点左右，

晚会结束之际，妇女骨干王银凤发言总结了开展项目这半年多以来的种种感慨。她说：“项目组的到来带咱

给D村送来了不一样的气象，给咱D村的村民带来意想不到的新变化。⋯⋯，2015年，妇女骨干是在庄间

人的闲言碎语中艰难度过的。2016年，我们更要积极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发家致富，用实际行动来体现

妇女骨干的领导力量！”在2016年来临之际，D村村民用热情洋溢的歌声和欢呼雀跃的笑声为2015年画上

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16年1月底，项目组借着部分留守儿童父母返乡过节之际，适时在村里举办了一场“亲子运动会”。

a “看笑话”是当地的方言，意为“一群人在一起，就某个人或某件事，以带着嘲讽的心态说笑或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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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名儿童和他们“久违”了的父母参加了这次别开生面的运动会，该活动由亲子接力夹气球、亲子三足

竞力赛、父母帮娃穿衣服和亲子接球计时赛四个游戏组成，整个活动大概进行40分钟左右，此次亲子运动

会主要是促进家长和孩子的互动，帮助家长与孩子更好沟通，找到亲子间的契合点。有的家长反映：刚开

始做第一个游戏的时候，感觉孩子不是自己的，一点默契都没有；从第二个游戏开始，才发现彼此之间的

默契；从第三个游戏开始，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彼此的意图；从第四个游戏开始，彼此配合很默契，真是母

子连心。有位母亲说：“这次游戏证实了我外出打工对孩子关爱的缺失，我出门大半年打工挣钱，是想让家

庭生活过得好点，也让孩子过得好点，但是却忽视了孩子的感受，减少了对他的关爱，这反而让我心里很

难受”。互动中，一些家长感觉到了和孩子间从未有过的亲近感，而一些家长也发现自己和孩子比较疏远，

不能好好配合，甚至有个别孩子惧怕自己的父母。

第三，针对社区组织现状，选举妇女骨干，举办妇女骨干领导力培训

基层党组织建设乏力，党组织成员活力不足，对社区发展带动作用不强的问题，是农村社会的基本样

态，
a
但这种现状必须得到改变。驻村社工于2015年4月起，在村民带领下，对D村常住妇女进行个案访谈、

介绍项目内容并不断调整项目既有方向，对认同项目也有意愿参与者逐一登记，根据访谈情况最后确定

参与者，召集她们参加妇女领导力团队组建讨论会。此次小组会议由驻村社工和带队老师负责，近200位

留守妇女参与，在D村村委会会议室进行。通过多次商讨，基本了解每位妇女对组建留守妇女骨干领导团

队的态度，在此基础上以推荐或自荐的方式选出有热情、积极性高，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并且愿意将所学

知识向其他村民传递的35名留守妇女作为妇女骨干，建立起妇女骨干领导团队，作为开展后续活动的新

生领导力量。6月至8月间，项目组多次邀请专家、老师对35名妇女骨干围绕增强自信心、提高做事能力、

树立领导威信、发掘村民优势以及组织村民和谐共处等方面进行了集中培训。除了邀请专家对妇女骨干

进行培训以外，还鼓励和协助妇女骨干对其他留守妇女开展培训，培养和锻炼妇女骨干领导村民的实践

能力。

第四，针对村民健康意识现状，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和健康知识竞赛，进行社区卫生环境评比活动，制

作健康教育手册和光盘，并组织150名育龄妇女体检

为了改善村民健康意识薄弱，妇女卫生知识欠缺的问题，2015年4月，项目组从35名妇女骨干中选出

妇女健康促进成员，成立健康促进小组。5月份，项目组以访谈、座谈和小组会议等形式开展了为期三天的

健康教育培训，由项目组专业人员和村委会部分人员以及农村妇女共同参与培训，培训人数超过150人，培

训内容包括影响健康的因素、常见病的预防和简易治疗；7月至10月期间，在驻村社工指导、鼓舞下，健康

促进小组负责组织妇女骨干在闲暇时间开展健康教育传递活动。同时，项目工作人员及时跟进，通过讲解、

座谈、交流等形式，帮助骨干解决传递过程中的困难。期间，由妇女骨干、村民、项目工作人员、教师为主，

先后开展了6期社区主题讲座，讲解与村民健康、心理、教育、发展等相关方面的知识。为了巩固健康培训

与讲座效果，由社区卫生院的大夫和项目社工共同沟通设计了200个健康知识和疾病预防方面的题目，在健

康促进小组的带领下举办了健康知识比赛。此外，健康促进小组将35个妇女骨干所在区域划分为五个评比区，

预留了半月的准备时间，公开进行了一场社区卫生环境评比活动，邀请了驻村社工和村委会主任为评判员。

a 尹杰钦、感信芝、黎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挑战及其归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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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期间，驻村社工协助健康促进小组成员组织村里150名育龄妇女到乡镇卫生院进

行全面体检，并对体检报告中出现异常情况的几位妇女进行 跟踪治疗。在活动的后期，还制作了健康教育

手册、光盘，发放给村民。

四、社会工作介入贫困农村社区建设的评估

“同心”在D村开展的“社区发展与健康教育”项目，将社工和村民的自助、互助和自决融入其中，鼓

励村民参与整个活动，激发居民的内在潜能，通过“变易”与“不易”
a
实践智慧的柔和运用，一方面倡导

和推崇了健康文明的农村社区生活方式，丰富和活跃了农村社区文化生活，这自然会改善社区居民生活质

量，也在一定意义上会化解社区矛盾和社区冲突；另一方面，也通过促进社区村民的学习和交流，提升居

民自身素质，整合了社区资源，提高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培育了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他们的民主意识、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也得到极大增强。

在项目组的组织和引导下，由西北师范大学评估小组参与的项目总结工作坊于2016年2月下旬如期进

行。项目评估采用了入户访谈的方式对35名妇女骨干和部分村干部、村民家庭围绕项目的实施进行全面评估。

以公开听证的方式，将访谈人员分为三个小组进行，评估内容涉及项目开展以来各项活动的执行情况、实

施效果、存在的问题、村民后续需求和对项目的后续建议等。22日，在乡政府会议厅，由项目组负责召集

35名妇女骨干和部分村民开展项目总结工作会议，有50余人参加，西北师范大学评估组成员全程参与。工

作坊分两个阶段：上午分析总结项目取得的成效；下午分组讨论后续需求及对项目后期开展的建议与意见。

（一）成效

1. 村民的精神面貌得到明显改变，自我意识得以确立，互助交流愿望得到强化

项目组落村以前，村民在文化层面和思想层面都严守乡风乡俗，不允许妇女跳舞。随着项目的推进，

村民们从逐渐接受妇女跳舞，到后期会乐于投资于音响的购置、帮助播放视频等实际支持，再到后来还会

有部分老人也会参与其中，广场舞已被D村完全接受。村民普遍认为，跳舞不仅丰富了农村人的生活，更

能让自己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位妇女说：“老公在北京送快递，很少回家，因为孩子太小自己不能出

去，经常因为孩子们闹腾，家里事情繁杂等让我心情不好，总感觉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但是自从加入妇

女互助组，我认识了好几个和我一样的妇女，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就相互倾诉，闲了就一起跳舞，参加培训，

后来还一起打毛衣，感觉在一起的时候日子过得快，心情也好多了”。村里33岁的妇女骨干杨雅在谈到自己

的收获时说道：“以前，我不会跟人打交道，现在交往和联系的人很多；广场舞让自己学会了跳舞，身体也

比以前更灵活了，更重要的是觉得比以前开心了很多；妇女骨干的培训课让自己学会抗压了。”42岁的妇女

骨干秦慧芳也表达了大体相同的看法，她认为：“项目推动了社区文化的发展，文艺活动不仅锻炼了大家的

身体，还促进了大家的联络，让大家都很开心。”

a 社会工作中的“变易”是指社会工作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而社会工作的“不易”是说社会工作助人的初心不变，与其他

系统协调配合、互动共进，齐谋民众幸福和促进社会进步的追求不变。参见顾东辉：《论社会工作的阴阳之道》，《西北师大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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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村民的自我学习意识淡漠。项目组进村建立了社区图书馆，组建社区学习中心，对此，村民们

认为：“我们很喜欢参加你们带来的各种活动，很有意思，而且还是免费的。参加你们的活动不仅让我们有

事可做，而且还激起了我们的娱乐兴趣和学习心理，有时会为了一个灯谜去搜索，为了类似的故事或人物

去翻书，参与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感觉生活更有滋味，让我们忙碌之余玩得很开心。”部分村民会主动借阅喜

欢的书到家里去阅读，每每遇到感兴趣的问题或知识点还能相互讨论、交换意见等。

在后续评估访谈中村主任提到，如今，跳舞已经成了D村男女老少普遍认同的运动，尤其受到妇女们

的积极参与。自组建广场舞蹈队以来，各村妇女之间来来往往，人际关系和谐了不少。广场舞和社区文化

活动的开展丰富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加强了村民间的交流，充实了日常生活，也减少了留守妇女的孤独感，

扩大了她们的交友圈，建立了自己的友情网络。社会工作长期以来坚守这样的信念：个人的困窘和成功离

不开家庭、社区和社会等更大的情境，
a
否则，其助人的信念将会大打折扣。我们深信，这些改变会为村落

经济发展和社区建设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2. 健康教育和育龄妇女体检得到村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经过项目组和健康促进小组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妇女们开始注意自身健康，主动学习健康知识和疾病

预防常识，逐渐改善家庭及村庄环境卫生。妇女们普遍认为，体检项目很及时，不仅检查了身体，也唤醒

了她们的健康意识。42岁的耿应琴说，她自己是该项目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妇女体检项目，及时查出了她

的大病，后经及时治疗，她才有幸继续活在世上，孩子有幸没有失去母亲。35岁的杨芳萍积极参加了所有

的活动，对她印象深刻的有妇女体检、健康课、文艺活动等。她认为，项目组实施的许多项目都很好，尤

其是妇女体检活动，对大家的帮助很大，受益很多。她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一些健康知识，懂得了妇

科病的预防，现在比以前更加快乐了，也更有爱心。好多妇女反应她们之前从未有过体检，也没有体检意识，

认为体检是白花钱，不知道卫生健康的重要性。参与项目活动让他们学到很多健康知识，懂得预防，让她

们意识到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43岁的男性村民王进在受访中说，他很支持妻子参加项目组举办的所有

活动，在他看来，许多项目的实施对村里女性的改变非常明显，她们的观念改变了、思想活跃了。

3. 妇女领导力培训发展势头良好，对农村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变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在农村，传统上采取的是由村党委领导的农村治理模式，而在青壮年劳动力严重流失的状况下，这种

治理模式的作用很难有效发挥。有鉴于此，此次项目落地D村，旨在转变村民的思想观念，将农村社区管

理和建设的重心转向妇女，这也是项目组设计选举妇女骨干、举办妇女骨干领导力培训的初衷。多次举办

讲座培训和参与具体实践，让妇女骨干自己也感觉到了真真切切的变化。45岁的刘小敏认为，妇女骨干培

训课让她最受益，通过参与培训，自己学会了如何很周到地和别人打交道。项目培训结束后，妇女领导小

组的35名骨干已经能从刚开始不自然、不积极的状态顺利过度到可以自信、勇敢、大方地站在村民面前，

她们的自信心得以提高，执行能力得以增强，对村中事务参与度也得到了提升。通过领导力培训，妇女骨

干的传统思想发生了转变，能够在注重自身健康的同时唤醒家人和邻里的健康意识和学习意识，能够在带

领妇女跳舞的同时，鼓励老人小孩积极锻炼身体，呼吁村民保护生活环境，能逐渐将所学、所懂运用于村

落社区建设等，整个D村在妇女骨干的带领下业已显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生机。

a Dennis Saleebey：《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李亚文等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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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思

农村援助项目和农村社会工作的有效进行和深入开展要研究农民群体文化，因为忽视了农民的“精神

世界”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感受，也就无法理解农村社会的存在和运行。
a
我们曾撰文指

出，文化的视角是民族社会工作的基本视角。
b
其实，该视角也是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建设中应该秉持的

基本视角。社会工作在社会工作项目的落实和推进过程中，贫困人口、贫困社区和贫困地区对其优劣因素

和发挥作用的判断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面对异质性需求信息，项目的落地实施要充分考虑到受众对象的实际，

防止因忽略受众对象的田野情景而无视项目对象丰富的多元化和异质性需求信息。
c
比如，在图书室的选址

问题上，项目组开始时只是顾及了自身的便利而没有更多地考虑社区实际和村民的需求，导致图书室的选

址较为远离村民。有的村民直言：“感觉到图书室离家太远，而且路也不好走，有时候等我们走到了图书室，

就再也没劲头看书了”。选址偏远导致图书室的利用率偏低，没有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来。后经村民和项目组

共同商议，又将图书室迁入社区中心的项目基地，村民反映这样更方便大家随时借书回家。由此可见，社

会工作的仁慈形象确实要通过点滴之中的道义功夫体现出来。
d

五、几点启示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社区建设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回应我国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和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有效手段。“同心”在农村社区建设项目中取得的成效和经验有借鉴价值，在一

定范围内也是值得推广和应用的。

（一）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

农村社区建设的切入点在于农村社区服务，
e
既然是“农村”社区服务，自然就要突出农村社区的主体——

农民——的地位。农村是以“人”为中心建立的血亲社会，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是“人的建设”，即一切以

农民为主，从农民的利益出发，从农民自身能力建设着手，培养农民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意识，加强村

民之间的交流互动，增强邻里关系，促使村民间更加团结、更加积极生活，让村民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和生

活的愉悦。总之，“人的建设”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在此基础上才能为社区建设奠定基础。

（二）留守妇女是农村社区建设中不可小觑的一支重要力量

留守妇女是偏远“空心化”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是农村社区建设中最不可忽视的主要群体，也是潜在

的最具影响力的群体。实践证明，培养和提升农村留守妇女的自信心和工作能力，激发她们的自我意识和

主人翁精神，无疑能够带动村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有针对性地培养农村留守妇女的领导

力能够促进基层农村社区管理模式的转变。可以预判，唤醒留守妇女的致富意识和治理热情，激发农村留

a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443页。

b 岳天明、李林芳：《民族村寨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借鉴——以甘肃文县T乡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6）。

c 吕方、梅琳：《“复杂政策”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连片开发扶贫项目的讨论》，《社会学研究》，2017（3）。

d 岳天明：《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兼及中国社会工作的学术史意识》，《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e 徐勇：《阶级集体社区：国家对乡村的社会整合》，《社会科学战线》，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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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妇女的发展动力，发挥她们的领导作用是贫困地区农村社区发展和致富的有效之选，也是农村社区发展

的必然趋势。

（三）对贫困农村社区妇女的赋权增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受制于历史传统，我们需要“改变那些支持男性主宰社会的文化制度”
a
，这只能从对女性的赋权增能中

实现。“事实上，家庭化使妇女不但在家庭范围而且也在更为广泛的社会里受到歧视”，考察业已存在的发

展政策、计划和项目，实质上都是针对于男性的权益而设计的，很少认识到妇女的存在，更不要说考虑其

特殊需求和见解，从而导致发展战略具有许多“父权结构”，
b
这种状况亟需改变。结合项目实践，我们认为，

随着时间的推进，赋权增能的两种模式
c
中某种特定的模式占据的地位并不相同。一般来说，最初，更多地

需要借助于“外力推动增能模式”赋权增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主动增能模式”才逐渐发挥其更大的

作用。这是因为，个体层面的赋权增能需要社会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共同助推才能实现。实践证明，农村社

区的妇女也能够被成功地组织起来，只有实现以性别为基础的赋权增能，才能借助于她们的“半边天”作

用创建一个各方面都能获得发展的农村社区。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Take the Project of  “Th 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Health 
Education of D Village” as an Example

Yue Tian-ming Yu Bo-wen

Abstrac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actice project of social work, the project carried out the intervention service 
of the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project by investigating and evaluating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mmunity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e project practice suggests that social work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success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but there is also the need for profound 
refl ection. Highlight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farmers is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The 
left behind women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Empowerment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in women’s social work. These are also the direction of the social work to interve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Key Words: social work; rural areas of Western China; poverty-stricken areas; community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卫小将）

ab 詹姆斯·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苗正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3页，141页。

c 岳天明、孙祥：《我国受暴女性的赋权增能与社会工作救助》，《学习与实践》，20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