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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越大人越多，老人孩子体弱多病，
挂号检查配药，一次次排队。如果有人能帮
一把，该有多好？赶上大病重病，手术治疗
放疗化疗，心中害怕脚下迟疑，如果有人相
伴，该有多好？

医务社工和医院志愿者，一个社会不十
分熟悉的群体，他们不是医生护士，却也是
爱心“天使”，能为病人带去莫大慰藉，能给
医院平添阵阵暖意。

2014 年上海市春晖社工事务所组织开
展的第三方调查报告认为，通过医务社工力
量 ，能 促 进 患 者 配 合 医 护 人 员 诊 疗 的 占
75%，能缓解医患关系的占 50%以上。

上海卫生计生委党委副书记邬惊雷说，
推进医务社工和医院志愿者工作，构建文明
和谐医患关系，提升医疗服务人文内涵，为
深化医改打造了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不久前，记者去上海市东方医院十楼肿
瘤病房采访，听到病房开着的门里传出阵阵
笑声。穿着医院志愿者蓝马甲的孙玉芬与
女病人姚大姐在说悄悄话。16 年前，孙玉
芬也是病人，10 年前她开始当志愿者，现在
她是 5 颗星志愿者。她和伙伴们每周来医
院 2 天，病人每周有 4 天可以见到志愿者，

有人要开刀了，有人情绪波动了，还可以随
时请志愿者来陪伴。孙玉芬说，我们的口号
是“健康了，就要出来服务”。

目前，像孙玉芬一样，在东方医院注册
的志愿者已超过 2500 人，累计服务时间达
到 16 万小时，形成门诊、病房、手术室、监护
室的全方位呵护流程。

东方医院党委书记孟馥是一位心理学
专家，她告诉记者，2000 年，东方医院成立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陆地区首家医务
社会工作部，次年，东方医院又率先推出医
院志愿者服务。2014 年东方医院、儿童医
学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等 3 家单位荣获全国
社会工作示范单位。

不同于传统的志愿者服务，医院志愿者
都经过专业培训，志愿者服务工作的每一个
环节都是经过医院社工部根据患者需求精
心设计的。

东方医院社工部共有 5 名注册社工师，
他们的工作就是对住院患者进行巡视和探
访，了解患者情况，建立社工病房探访日志，
评估患者在整个住院过程中的困难与需求。

在病房探访的基础上，社工部确定需要
辅导的个案，从患者的心理情绪、社会功能

和家庭关系等方面入手，进行不同程度的综
合干预。至今，已完成探访近 2 万人次，受
到患者欢迎，也得到医生和护士的支持。

社工部还组建了以出院患者为重点的
10 余种疾病病友小组和俱乐部，并联合各
街镇、医疗机构和民间组织，实施社区健康
促进和居民健康保障服务，广受好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副院长季庆英是位专业出色的医务
社工。她说，“病人要怎样承担医药费，孩子
的明天在哪里，需要医务社工对患者的需求
进行深入的调查和评估，设计服务项目，还
要不断调整”。

儿童医学中心共有 500余名志愿者，其
中长期志愿者约 100名，采取以团队为单位
的自主管理。记者记下了志愿者开展病房
服务的部分项目：游戏室服务，陪伴病孩做
游戏；病员学校，为学龄期病孩提供同步文
化课补习；娇蕾图书馆，募集健康向上的儿
童书籍；阳光爱心，与白血病患儿家庭结对
⋯⋯就这样，为爱而来的志愿者们陪伴着孩
子赶走恐惧，支持着父母树立信心。

上海市医务社工和医院志愿者工作的
进展，得益于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在顶层设计

时注重“三个突出”。据邬惊雷介绍，上海市
突出制度化，制定全面推进医院志愿者服务
工作相关意见，逐步形成招募、管理、服务、
评估、激励等制度保障；突出专业化。在配
备、招募医务社工时，一部分由原有医护人
员经过培训转型成为医务社工，另一部分从
社会招募，优先吸纳高校社工专业毕业生；
突出团队化。医务社工和志愿者有分工有
互动，在个案、小组、社区工作中，注重团队
协作。

好经验还要广覆盖。上海市积极推动
医务社工和志愿者服务工作，抓住建基地、
抓培训、树典型三个环节，将医院志愿服务
推广到全市。目前，上海已有 152 家单位试
点开展医务社会工作，已有医院志愿者 5 万
余名，为近 800万人次患者提供导医、交流、
探视、心理舒缓等服务；医务社工培训已被
列为上海市紧缺人才项目培训，2012 年至
2014年，共有 652名医务社工接受培训。

上海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黄红介绍说，
下一步，上海还要不断推动部门合作工作机
制，完善医务社工职称序列，推进考核评估
体系建设，加大志愿者招募力度等工作，积
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医疗卫生服务。

那一群不穿白衣的天使那一群不穿白衣的天使
——上海医务社工和医院志愿者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吴 凯 沈则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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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前后，全国各地的工会系统
都格外忙碌，他们不仅要为困难职工送去
慰问金、米面油等生活用品，还要关心他
们的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

“困难职工致困原因大多为收入低或
无收入、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患大病、子
女上学负担重等。因此，今年的送温暖活
动中，各级工会将采取多项帮扶措施，提
高帮扶的精准化和实效性。”张波说。

目前，全国工会已建立县级以上困难
职工帮扶中心 3515 个，县级以上基层帮
扶站点 19.8 万多个，它们将为困难职工家
庭送去慰问金及粮油、衣物等生活必需
品，帮助解决取暖过冬等生活困难问题，
并开展医疗互助和大病医疗专项救助。
各地工会还将继续依托工会职业培训和
介绍机构，以就业困难职工家庭、农民工
和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为对象，通过

举办就业招聘会，以岗位介绍、技能培训
和帮助创业等方式为他们提供服务。

送温暖活动期间，各级工会组织还将
开展职工工资收入、社会保险、劳动保护
等劳动经济权益实现状况大检查，开展困
难职工数量、分布和致贫原因等情况大调
查，以便全面掌握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状
况，发现共性问题，为有针对性地开展职
工维权工作提供依据。

送上权益保护盾送上权益保护盾
本报记者 陈 郁

“工业新城大发展，生态新区胜江南；万
众一心创伟业，和谐美满乐无边。”在清越的
京胡伴奏下，《开发区万众一心创伟业》这出
戏让山东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敬老院的
200 多位老人看得如痴如醉。字正腔圆，声
情并茂的唱腔，引来掌声不断。临近元旦，聊
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了“走基层送戏下乡
公益活动”，这里是第一站。这部戏是开发区
京剧票友会成员自编、自导、自演的。

刚刚过完85岁生日的高庆绪老人是个老
戏迷，听完这出戏后说，“身边的人唱的咱身
边的事儿，过瘾！一会儿要演《智取威虎山》，
我还能跟着哼两嗓子”。高庆绪是开发区蒋
官屯街道办事处村民，身边无儿无女，多年来
一直靠乡邻接济，一日三餐无法保证，居住的
房屋也是冬不避风、夏不遮雨的土坯房。自
打 2010 年住进了位于徒骇河风景区内的开
发区中心敬老院后，老人过上了好日子。

“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电扇，院里还专门
为我定制了可口饭菜，早晨有鸡蛋，中午是肉
菜，晚上吃素菜，顿顿有热汤。平常还经常有
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一点都不闷得慌。”高庆
绪向记者描述着敬老院的生活，一脸幸福。

这边的京剧大戏还没落幕，聊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北城办事处大瓜元村的小广场早已
被围得水泄不通，迎元旦广场舞大赛即将开
锣，引来北城街道、蒋官屯街道、茌平温陈等
地的 24支村广场舞代表队参加。

“农闲腿不闲，跳舞活动筋骨，身体好，心
情更好。现如今生活好了，环境美了，我们也
想追求精神上的富足。”60 岁的大瓜元村广
场舞队员杜西敏脸上洋溢着快乐的表情。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聊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千方百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投入 50 万元
推进文化广场建设，组建了京剧、豫剧票友协
会等 6 支文艺队伍。同时，他们还经常组织
文艺团队送戏下乡、进社区，月均演出 1.5 场
以上，筹资 143 万元推动电影下乡，确保每村
每月放映 1场电影。

山东聊城：

大戏下基层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张同耀

元旦春节两节将至，各地工会组织的送温暖活动进入集中开展阶段。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送温暖活动凸显了依法实现职

工权益的特征——

重庆渝中区：

健康送上门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孟 洁

重庆渝中区：

健康送上门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孟 洁

“黄医生，又来为我们检查身体啦？”
“对头，天气越来越冷了，上门来帮你们

检查身体，为你们的健康护航哟。”
12月 23日，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来到竹园福利
院，一边搬动检查仪器，一边跟老人打着招
呼，准备为居住在这里的老人做体检。

福利院内，老人们围坐在一起，等着医务
人员为自己做体检。“钟婆婆，早饭吃了没？
要测血糖了哦。”一位医生问道。

“早就吃了，现在就可以测了。”钟婆婆坐
在医生旁边，伸出了右手等着。医生先拿出
消毒棉球为钟婆婆的中指消毒，然后拿出血
糖仪为老人测量血糖。“钟婆婆，你的血糖指
数正常，看来最近你很听话，要继续保持哟。”
看着测量结果，医生笑着表扬了钟婆婆，还一
个劲儿地叮嘱她要注意饮食，加强锻炼。

在血压测量处，明代芳老人正在脱下厚
重的外套，挽起衣袖让医生给自己量血压。

“不错哟，明婆婆你的血压很正常，看来平时
工作做得很好，赞一个。”测完血压的明婆婆
看到自己的血压正常脸上乐开了花，一旁的
医务人员立即帮明婆婆穿好衣服，避免老人
感冒。

“医生们很好，经常来福利院里看望我
们，免费给我们检查身体。”明婆婆拉着一位
医务人员的手夸奖着，“天冷了，他们又怕我
们有个病痛什么的，都是好医生。”

菜园坝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天气寒冷，老人容易引发病症。
为了避免老人生病，卫生中心用义诊的方式
为老人送温暖，让老人能够过一个暖冬。

12 月 21

日，安徽省合

肥市滨湖欣园

社区工作人员

帮助农民工在

网上预订火车

票。

汤立松摄

“今年元旦春节送温

暖活动中，全国总工会将

组成 19 个慰问团，分赴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进行走访慰问，同时

开展大检查、大调查、大

排查活动，广泛、深入了

解职工劳动经济权益状

况，促进依法实现职工权

益。”12 月 22 日，全总保

障工作部部长张波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

“我知道职工每年都有带薪休假的时
间，可是我从来没有休过。工作忙，老板
从来不跟我们提休假的事；就算你提出要
休假，他也不会同意。”在北京一家私企工
作的小刘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2008 年 9 月，我国开始实施《企业职
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带薪休假自此
有了法律依据。今年 8 月，国务院出台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鼓励职工结合个人需要和工作实际分段
灵活安排带薪年休假。“但在实际执行过
程中，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却存在着落实
难、职工休假权益难以保障的情况。”张波

说，“我们要求各级工会在送温暖活动期
间，推动政府推进此项工作、督促企业落
实这一制度。”

深入调研，推动解决社会关注、职工
关注的热点问题，成为今年全国工会送温
暖活动的重要内容。

“活动期间，我们要求各级工会在走
访过程中，同时调查了解有关政策的落实
情况，对于发现的问题，积极向当地党委
和政府反映，推动政策尽快落实；对于职
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或带有普遍
性的问题，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报
告，向当地党委政府专题汇报，从政策上

推动问题的解决。”张波说。
这样的做法不只体现在集中送温暖

活动期间。一直以来，各级工会都坚持有
序参与劳动保障立法和改革决策，从源头
维护职工基本劳动经济权益，通过积极向
党和政府报送调研情况、提交两会提案议
案、参加全国政协双周座谈等，努力将职
工的诉求体现到国家劳动保障立法和决
策中。同时，全面参与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养老保险顶层设
计等一系列重大深化改革决策工作，参加
联合监察、专项检查等，通过多种渠道，督
促劳动保障政策的落实。

“岁末年初，往往也是债务纠纷和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高发期。送温暖活
动中，我们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工作列
为重点。”全总新闻发言人、宣教部部长王
晓峰说。

今年 11 月，全总会同人社部等 8 部委
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自 2014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5 年 2 月 10 日在全国组织开
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检查
重点是使用农民工的各类用人单位，主要
检查用人单位按照工资支付有关规定支
付农民工工资、遵守最低工资规定及依法

支付加班工资情况；企业经营者拖欠农民
工工资逃匿的情况；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
订劳动合同情况等。“希望以此推动农民
工工资准备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应急
周转金的建立和运转，促进农民工用人单
位实名管理、连带责任、支付信用、部门联
动 、行 政 问 责 5 大 制 度 的 落 实 ，让 农 民
工不再为拿不到工资发愁。”王晓峰说。

另据了解，全总正在推动建立健全治
理欠薪的长效机制，“包括探索建立基层
工会欠薪报告制度；建立便捷的农民工生
活救助制度，将因工资被拖欠出现暂时性
生活困难的农民工纳入送温暖的帮扶范

围；建立法律救济制度，将农民工纳入重
点援助范围，依法、及时地为他们提供包
括法律咨询、代书、代理或代聘律师等在
内的法律帮助和服务。”张波说。

除了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送温暖
活动期间，各级工会还将为农民工提供法
律援助维权服务、开展农民工平安返乡行
动等。据了解，目前各地工会正在与交
通、铁路、公路等部门联系，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包专车、专列、专机，办理农民工团
体票；与用人单位协商息工时间，开展“点
对点”、“门对门”运输等多种措施。“希望
帮助农民工平安有序返乡。”王晓峰说。

重点解决工资拖欠和债务纠纷

建起近20万个帮扶站点

了解政策落实情况

12 月 23 日，重庆渝中区菜园坝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正在为福利院里的老人

检查身体。 陈明月摄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登记注册的志
愿者有 3.5 万多人，组成了一支送温暖的

“志愿军”。他们活跃在各街道社区，为那
些需要照顾的老人送去方便、送去温暖。

12月 22日早晨，冬日的暖阳刚刚爬上
枝头，青山湖区高新社区主任涂花娇就来
到社区 92 岁孤寡老人汪尚珍家中。听天
气预报说，这几天南昌气温又要下降，老
人的冷暖着实让涂花娇牵挂。这不，趁着
周末的晴好天气，她打算给老人添置几件
衣裳。

几句问候过后，涂花娇亲热地挽着老
人的手臂，直奔离小区 1 公里不到的天虹
商场。涂花娇的热情，让老人有些不好意
思，忙跟记者说：“花娇比我亲闺女还亲，我
不跟她客气。”走进商场，涂花娇陪着老人
转了几圈，在各个服装专柜试了又试，终于
选中了一件让老人满意的冬衣，老人乐得
合不拢嘴，一个劲地点头：“好，好，你挑的
我都满意，我这就穿上。”

逛完商场，刚进小区，几位年轻的姑娘
小伙儿就迎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说：“哟，汪
奶奶新衣服买好啦，真漂亮，我们来看您
啦。”“哎呀，太好了，赶快进屋坐坐吧！”老
人热情地打着招呼，又转身朝涂花娇嘀咕：

“怎么不早点跟我说，不然就不出门了。”
“没事儿，昨天就跟这些志愿者说好啦，马
上元旦了，大家过来帮您老收拾收拾屋子，
敞亮地过新年！”涂花娇笑着解释。

涂花娇告诉记者，不光是志愿者们每
周过来照顾老人，为了让汪尚珍老人安享
老年生活，20 多位邻居坚持 17 年无偿照
顾老人。这些热心的邻居一天进出她家
10 几趟，轮流给汪尚珍带早点、买菜、烧
水、晒被子，还不时地去她家帮忙洗衣、扫
地，和她聊天、打牌。为解决独居老人身体
突发情况或急需帮忙等难题，邻居们还为
她安装了爱心电铃，按响电铃 30 米内都能
听到铃声。“多亏了大家，我才能这么长寿、
这么幸福啊，你们都是我的亲人。”老人眼
睛有些湿润。

如此温情的场景，在青山湖区时时上
演。连日来，青山湖区在空巢老人中广泛
开展“送温暖”活动。湖坊镇洪钢社区邀请
了沙姿宣慈善义工分会的志愿者们为辖区
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上海路街道隆鑫
社区的“姐妹帮帮团”巾帼志愿者来到辖区
空巢老人的家中探望，与老人促膝谈心，帮
助他们打扫卫生、清洗衣被、代购物品；湖
坊镇泰丰社区干部发动居民志愿者，积极
为生活困难的居民和空巢老人提供家政、
生活照料、卫生保健、心理健康等志愿服
务。南钢街道家园社区还组织起辖区内青
年志愿者通过逐户走访孤寡、空巢老人，建
立家庭档案确定帮扶对象，广泛发动邻居
和社区志愿者，向老年人发放印有志愿者
姓名、联系电话、擅长技能的助老服务联系
卡，做到随叫随到，带动辖区形成敬老、爱
老、助老的良好道德风尚。

南昌市青山湖区：

“志愿军”送温暖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