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个案服务
提供心灵慰藉

有一位阿姨，因其丈夫患病离世，内
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久久不能走出阴
影。 “暖阳相伴” 项目组将这位阿姨纳
入服务对象，开展个案服务、社区志愿者
结对关爱， 家中的儿子儿媳也不断地对
其进行劝慰，在社工、社区、家庭的共同
关心、帮助、鼓励下，阿姨终于走出家门，
逐渐参加同学聚会、外出旅行，还报名参
加了小区老年活动室的志愿者， 充实生
活内容。

90后“暖阳相伴”项目社工李妍回
忆称，最初阿姨不愿走出家门，时常暗
自哭泣，对她也怀有戒备，不愿意多聊
天。李妍有一套自己的“破冰”方法，从
教阿姨在手机上调大字号、操作微信等
一些极其微小的事情做起，渐渐取得阿
姨的信任。李妍坚持每月一次到阿姨家
走访，走访到第四次的时候，阿姨主动
说：“小李啊，我想去参加同学聚会。 ”
以前阿姨一说话就哭，看到别人都是夫
妻两个人走在马路上就会悲伤掉眼泪，
到现在主动要走出家门，与朋友一同旅
行。 同时，她在老年活动室值班时看到
社区老人也会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忙。
重新出发的她， 觉得人生又有了意义，
脸上也经常挂满笑容。

在 70 后的项目社工邓长莉开展个
案服务对象中，有一位未婚独居老人，由
于行走不便，平时很少出门，与外界的交
流较少。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身体条件
不好， 独居产生的生活难题成为一大困
扰。 纳入“暖阳相伴”项目服务对象后，
邓长莉每月定期上门陪伴， 陪老人聊聊
天，排解孤独。

每次上门，邓长莉既是一位倾听者，
更是一位支持者。 在倾听过程中， 思考
如何帮她解决生活遇到的困境和难题。
服务过程中，邓长莉了解到老人家里两
个护工每周每人来三次，周五轮空，于是
主动跟老人提出周五上门， 也跟结对志
愿者商量请她每次尽量选择周五上门陪
伴， 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老人一整天都
不说一句话的难题。 此外， 邓长莉服务
的另一位老人是一位失能老人照顾者，
在上门服务过程中了解到老人自己身体
也不好，有时候感觉力不从心，希望有人
能搭把手，获得一些喘息的时间，减轻压
力。 于是， 邓长莉帮忙咨询申请长护险
的条件， 并向其提供办理长护险的相关
手续。 目前，长护险已成功申请，每天有
护工上门帮忙照顾病人一小时， 阿姨非
常开心。“我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个险种，

真的谢谢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阿姨对
邓长莉说。

据“暖阳相伴”项目负责人朱梅珍
介绍， 根据对服务对象的诊断和需求分
析，项目社工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模式，帮
助他们改善认知、修正非理性情绪，回归
正常生活。 截至 11 月底，该项目已开展
66�次个案上门服务。

参加社区活动
忘忧拥抱生活

在街道及实施地居委会的大力支持
下，“暖阳相伴” 项目不仅有个案服务，
还开展支持性服务、 社区关爱、 法律援
助、康复养生、心理辅导等服务，为服务
对象建立社区支持网络， 缓解其心理压
力，增强抗压能力，提升生活信心，避免
极端行为，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改善晚
年生活质量。

“暖阳相伴”项目之“律动快乐”
小组，为老人们开展支持性服务。 项目
组通过服务对象报名和项目组筛选，19
名服务对象成为小组成员，共开展 6 节
小组活动。 在小组活动中，小组成员通
过聆听音乐、 学习唱歌基础和放声歌
唱， 从音乐律动去感悟生命的律动，从
而达到放松减压，同伴支持，提升生活
信心。 19 名小组成员在活动中，相互认
识，缓解情绪，释放压力，相互支持，形
成了一个温暖的集体。 在小组成员中发
现了带头人，在小组活动结束后小组成
员也能保持一定的联系， 服务人次达
97 人次。

“暖阳相伴”项目之“忘忧草”小组
活动，日前在闻喜路 251 弄居民区活动
室、阳曲路 570 弄居民区老年活动室顺
利开展，28 名服务对象参加了活动。
“我们在一起” 是第一节小组活动的主
题，在轻松愉悦的小组氛围中，大家通过
做“同心圆”的游戏，加强互动与沟通，
组员之间的陌生感逐步消失。 在猜歌名

互动环节，小组成员分成 2 组进行 PK，
在经典老歌的歌声中， 大家一起走进音
乐，竞猜歌名放松减压。

“暖阳相伴”项目之“为爱点赞 健
康同行” 社区趣味运动会， 在闻喜路
251�弄居民区健身广场开展。 运动项目
设置了新保龄球、投壶、快到碗里来(夹
弹珠)、乾坤大转移(吸乒乓球)、套圈、抛
绣球、乒乓板运球接力等 7� 个项目，有
单人游戏， 有 2 人 PK， 有团体合作项
目，充满了趣味性和娱乐性，通过趣味活
动，锻炼肺活量，练习臂力、眼力和平衡
力，52� 名服务对象在 13� 名志愿者陪
同下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活动。

为了鼓励困境老人走出家门，亲近大
自然， 放松身心的同时增强社会融入，项
目组还每年组织“暖阳伴你行”放松出游
活动。服务对象在结对志愿者的陪同下参
加活动。比如，在周浦花海，老人们呼吸着
新鲜空气，赏花观景；在新场古镇，老人们
逛老街，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心情愉悦；在
金山嘴渔村， 老人们感受着水乡的温柔
……出游活动得到了老人们的肯定与赞
扬。 老人们纷纷表示：“感谢有这样的机
会，可以让自己走出家门，了解社会的变
迁与发展，结识更多的新朋友。 ”

近年来，“暖阳相伴” 项目根据服务
对象需求，对服务内容及形式进行适当调
整，激发服务对象参与热情，共有 280 名
服务对象参加了社区倡导文体活动、“爱
筑暖阳”系列活动、项目总结等活动。

提升志愿服务能力
暖阳照耀他人

“暖阳相伴”项目的项目社工和志愿
者们，秉承着一份真心，一份信念，用心用
情去做好每一件小事， 温暖了服务对象，
也照亮了他们坚定前行的公益道路。

项目社工通过专业服务，整合资源、
挖掘服务对象的潜能， 推动着困难人群
走向自立、 自助和自强。 做一年多项目
的邓长莉，虽然在此之前做过三年多的
社区工作者， 同样是做跟老百姓打交道

的活儿，但刚接手这个项目时，从熟人社
区来到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临汾路街
道，面对一群处于特殊困境的群体时，她
坦言也曾有过彷徨， 担心自己会不小心
触及他们的痛点， 担心自己不被服务对
象接纳。

她对记者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
优秀的团队。 ”记得个案服务第一次上
门的时候，项目团队的老师陪她挨家走
访，向服务对象介绍“暖阳相伴”项目、
介绍即将开展的一些服务。 服务对象愿
意开门、愿意开口，良好的开端给了她信
心，让她后面的几次个案服务非常顺利。
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她也会边做边反
思总结， 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提供
个性化服务。 邓长莉说：“在‘暖阳’的
大平台上， 使我在助人的同时也得到了
自我提升。 ”

记者了解到，自本轮项目开展以来，
还有 30 名来自不同领域的志愿者参与
到“暖阳相伴”项目服务中。 项目组通
过志愿者培训、志愿者小组例会、志愿者
服务心得交流等形式， 不断提升志愿者
的服务意识与服务能力， 为服务对象提
供温馨、暖心的结对关爱服务，周期内共
服务 612� 人次，形成社区支持网络，使
处于困境的服务对象感受到社区的温
度，感受暖阳的相伴。

阳曲路 570 弄居民区的志愿者邱
菊芳就是其中一位。 邱菊芳参加“暖阳
相伴” 志愿者已经 3 年多了， 在 2019�
年的项目中， 她结对的服务对象是一户
失独家庭。 邱菊芳通过走访了解情况，
感觉他们的心情非常不好，孤独感强烈。
邱菊芳经常走访关心， 通知他们参加
“暖阳相伴”开展的活动，每次走访都会
找话题跟他们聊天， 如养生吃什么对身
体好，聊聊画画，养花旅游等。 有合适的
外出旅游， 邱菊芳和爱人会陪伴他们夫
妇一起去旅游， 并帮他们夫妇俩的照片
印出来给他们，暖心的服务赢得服务对
象的信赖， 他们平时有什么困难都会找
邱菊芳，比如手机有什么故障，淘宝买东
西碰到问题了，邱菊芳尽可能帮助解决，
使他们感觉到亲人般的温暖。 现在邱菊
芳和服务对象已成为了好朋友， 老人的
生活状态有了很大好转， 在参与项目活
动过程中，慢慢放下心理负担，接受新鲜
的事务，生活也变得内容丰富、有规律。

无论是项目社工还是社区志愿者，
他们敲开了老人的心门， 帮助老人打开
心锁，让他们重启正常生活，找到社区归
属感。 这份临汾温度， 犹如冬日暖阳一
般温暖着、照耀着，给社区老人的晚年生
活增加了许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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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阳相伴在一起 临汾温度热心窝
□记者 张翠玲

在临汾社区，当你老了，头发白了，因历经人间沧桑而心扉渐锁，甚至不愿
意走出家门时，这时候还有“暖阳相伴”社工和志愿者与你在一起。

临汾路街道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40%，居民以工薪阶层为主。 随
着老龄化程度加快，街道为社区老年群体主动提供关怀和帮助。自 2015 年起，
在临汾路街道老年协会和实施地居委会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 上海欣扬社工
师事务所民政项目———“暖阳相伴”正式启动。

今年，该项目已经走到第五轮，在街道辖区内 3 个居委会实施，对辖区 60
岁以上的困境老人及家属提供专业的为老服务，为社区困境老人搭建交流互助
平台，在活动中增强同伴交往、互相支持，提升抗压能力和生活信心。 “希望通过
我们这个项目，能暖阳照到更多的人。 ” “暖阳相伴”项目负责人朱梅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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