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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镇社工站建设的市域推进：政策逻辑与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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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以下简称街镇社工站）建设是新时期社会工作职

业化和专业化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2020 年 10 月民政部召开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以来，

各省结合自身情况，相继出台了社工站建设政策文件或试点方案，形成跨部门的协调

机制，形成了街镇社工站省级强力组织的局面。 

在街镇社工站建设推进的实践中，市域往往扮演着助推器的角色，发挥着承上启

下、以点带面、以城带乡的作用。 

市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之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

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凸显了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街镇社工站建设的市域视角 

狭义的市域治理是指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地级市或设区（县）的大中型城市，以中

心城区为轴心带动下辖区（县）和街道（乡镇）协作发展、共同富强的社会治理格

局。 

市域治理突出以中心拉动周边的水平治理层级，更侧重“市-区（县）-街道（乡

镇）”之间的协调治理机制，更倡导党委、政府、社会、民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

合作治理体系。 

社工站作为做好民生保障、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的重要平台，是市域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充分发挥市域政策制定的自主优势、资源优化的配置优

势和承上启下的枢纽优势，推进市域街镇社工站建设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市域

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市域具有政策制定的自主优势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设区的市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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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这就意味着市域在城

乡建设与管理等方面享有地方立法权，具有更大、更灵活的自主创新探索政策空间，

这为街镇社工站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保障。 

市域具有资源优化的配置优势 

市域是人口、资金、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等资源的聚集地，从市域层面

加强资源整合和优化是完善市域治理现代化、提升市域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街镇社

工站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市域专业资源的配置，可以推动资源的有序流动和整合，促

进区（县）在财政支持、督导资源等方面的优化。 

市域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优势 

市域是联结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枢纽，在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格局中，发

挥市域承上启下的枢纽优势，纵向协调推进“市-区（县）-街道（乡镇）”的职责；横

向通过制度化安排，可以为区（县）社工站的推进提供政策支持。 

市域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系统性、专业化的推进街镇社工站是基层社会工作平台

建设的基础和方向。充分发挥市域政策制定的自主优势、资源优化的配置优势和承上

启下的枢纽优势，系统构建市域社会工作整体发展格局是街镇社会工作站市域推进的

核心所在。 

济南市作为山东省推进社会工作站建设的先行者，将社工站建设定位为推动社会

工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纳入 2021 年济南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济南市

“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从制度设计、体系建设等方面推动街镇社工站

市域发展。 

济南市共有 12 个区（县），3 个功能区，共 161 个街道（镇），2020 年在全省率

先开展街镇社工站建设，从政策逻辑与行动策略两个方面，打造了具有省会特色的

“民政服务+社会工作”服务品牌。 

街镇社工站市域推进的政策逻辑 

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制度保障 

街镇社工站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完善政策制度的体系化建设是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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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济南市民政局联合市委组织部等 15 部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全面

发展的若干措施》，强调进一步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发展，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件首次提出建设“市-区（县）-街（镇）-村（居）”四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延伸基层社会治理与专业服务臂力，补齐社会工作服务短板。 

政策的出台总结了全市社会工作发展的成效，并从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发

展体系、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培育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方面提出了

具体的要求，成为推动全市社会工作服务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街镇社工站的建

设夯实了政策基础、形成了制度保障。 

强化配套措施，完善政策体系 

在《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全面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的基础上，济南市民政局

积极强化配套措施建设，完善政策体系，联合市委组织部等 4 部门印发《济南市街道

（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实施方案》，同时配套出台《济南市社会工作服务站管理

办法（试行）》等系列文件，形成了全市街镇社工站建设的规范标准。 

实施方案明确了街镇社工站建设的统一标准：第一，首先统一整合场所资源，确

保服务阵地；第二，统一专业人员配备，确保服务专业性；第三，统一人员管理、财

务管理、志愿者管理、服务场所使用管理、文书档案管理、服务对象数据管理等工作

制度，确保服务标准性；第四，统一标牌标识，确保站点的可视化。 

落实监管职能，形成全过程评估 

在街镇社工站建设初期，济南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出台《济南市社会工作

服务站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服务要求、部门职责、绩效评估、资金管理等内容。

社工站项目所需经费纳入市、区（县）财政一般预算安排，由市、区（县）两级分

担。 

制定社工站评估标准，包含 4 个评估等级、3 级评估指标、37 项评分细则。积极

落实监管职责，每年组织绩效评估，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从日常运营、财务管理、

制度建设、人员管理、服务执行与产出、社会评价等方面评价社会工作服务站成果，

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承接机构参与项目运营的重要参考依据，促进街镇社工站服务的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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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镇社工站市域推进的行动策略 

完善四级体系网络，探索基层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发挥市域统筹协调、整体规划优势，完善体制机制，完善“市-区（县）-街道

（镇）-村（居）”四级网络，创新探索基层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第一，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方式，建立“市-区（县）”两级社会工作指导服

务平台，市级平台统筹全市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的指导、检查和评估工作，区（县）

社会工作服务总站负责对本区域内社会工作服务站的人员培训、运行管理和日常服务

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通过区（县）民政局为购买主体，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参与，建立街镇

社工站，开展为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提供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服务等工作； 

第三，通过街镇社工站，整合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社区社会组织等资源，向村

（居）延伸服务，探索“市-区（县）-街道（镇）-村（居）”四级基层社会工作服务体

系。 

加强政校协同，创新区域督导体制机制 

通过“市-区（县）”两级社会工作指导服务平台，创新建立“市-区（县）-街道

（镇）”三级区域督导机制，强化社会工作督导的专业支撑。 

市级层面加强政校协作，与驻济八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签订《济南市社会

工作政校战略合作协议》，构建市级社会工作督导专家库；区（县）层面利用市级社

会工作督导专家库或者积极拓展督导资源，为区（县）社工总站、街镇社会工作站配

备专职督导，探索构建三级区域督导机制。 

以三级区域督导机制为基础，强化督导人才队伍建设，为街镇社工站提供专业保

障。 

成立专业委员会，促进服务专精化发展 

积极发挥市域资源优化的配置优势，围绕街镇社工站聚焦养老服务、儿童关爱、

社区治理和社会救助的重点工作，依托济南社会工作协会，由高校资深专家学者、一

线资深实务工作者等组成成立老年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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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和社会工作督导专业委员会，加强市域社会工作细分

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务指导，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改革创新，推动市域街镇社

工站的高品质、高水平和专精化发展。 

市域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系统性、专业化推进街镇社工站是基层社会工作平台建

设的基础和方向。济南市在市域街镇社工站建设的政策逻辑和行动策略上，为各地市

推进社工站建设提供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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