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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瑜洁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今年

春节假期刚结束，石柱镇社工站突然

接到居民求助，称孩子不愿意上学，希

望社工帮忙开导。这个父母口中的

“问题少年”阿文（化名）长相斯文，全

程戴着耳机听歌，不愿和任何人沟通。

阿文今年16岁，正在上高一，厌学

情况已持续大半年。父母透露，阿文

的厌学情绪源于中考后在选择学校时

没有遵循本人意愿，以致他对现在的

校园生活充满抗拒。经过短暂接触，

翁瑜洁初步判断阿文的厌学情绪可能

与学校氛围有关，就联系其班主任了

解情况。

“阿文学习成绩不太理想，在学校

独来独往，老师建议阿文休学。我觉

得旁人的不关注、不关心，很可能是让

他抗拒上学的原因之一。”翁瑜洁觉

得，只有温暖的阳光，才能融化阿文冰

封的内心。

之后的一段日子，阿文暂时留在

社工站，或帮忙整理内务、文件，或跟

着社工入户走访。在服务过程中，翁

瑜洁欣喜地发现，阿文主动把耳机摘

了下来，跟在身后认真做着笔记，格外

用心地投入这份志愿工作中。

“有了这段经历，阿文的自我认同

感增强，消极情绪也缓解了。我们鼓

励他学好本领，以后也能加入社工行

列，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做对社会有用

的人。”摸清阿文的真实想法及需求

后，翁瑜洁积极利用社会资源，寻找专

业心理咨询机构为其提供心理疏导，

另一方面制定帮教方案，了解转学的

流程，帮助其尽快回归校园。

与此同时，翁瑜洁还当起阿文的

家庭指导师，时不时邀请阿文父母到

社工站唠家常，希望缓和这家人关系

紧张的现状。她了解到，阿文的父亲

长期忙于工作，疏于关心，母亲只顾着

操持家务，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父

母管教方式不当，也导致阿文对家庭

心存芥蒂。“阿文不善言辞、内心敏感，

你们家长应该转变教育方式。”翁瑜洁

细心指导，推动阿文父母反思、改变。

“培育孩子就像养花，需要家长适

时适量地浇水、施肥、补光。不同品种

花卉有不同花期，我们要做的，是用心

浇灌、静待花开。”翁瑜洁意识到：社会

工作者的角色是指导而非主导。所

以，服务未成年人过程中要增强当事

人的认同感，为其赋能，提升家长的教

育意愿、教育观念、教育能力，更好地

帮助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发展。

为迷途未成年人“掌灯”
——记石柱镇社工站社工翁瑜洁

青少年服务是社工站服务的重

点。江南街道社工站的社工们设立

“少年的担当”青少年关爱行动小组和

青少年议事会成长小组，引导青少年

参与社区治理。

2022 年 7 月，刚加入社工站不久

的祝秋美和同事以金胜社区居委会开

设的青苗学堂暑托班为抓手，招募了

第一批小志愿者，让青少年对志愿与

公益有了初步印象。

在青少年关爱行动小组中，祝秋

美通过阐述志愿者的意义及种类等 5

次小组活动，帮助 15 名青少年从社区

小居民转变为合格的社区志愿者。

2022年10月，青少年议事会成长

小组正式成立。青少年议事会成长小

组活动让青少年从被动变为主动。其

间，祝秋美通过游戏让组员了解社区

志愿服务，鼓励组员说出了解和观察

到的社区现象及问题，完成美化环境

的活动策划，掌握基本的议事能力。

青少年张诗苒作为议事会的小组

长，在小组活动中积极参与，不仅高效

完成任务，组织能力也得到提升。“青

少年参与社区活动后的变化十分显

著，张诗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

时刻将社区事务挂在心上，并发动身

边的同学和家人参与志愿服务，为建

设美好社区贡献力量。”祝秋美说。

青少年议事会成长小组成立以

来，共培养了 35 名社区小志愿者、50

名家长志愿者，服务 400 余人次，链接

爱心商家 10 家，收获了家长与青少年

的好评。以社会参与理论为指导，结

合青少年群体特性，青少年议事会激

励着越来越多青少年参与基层社区治

理和志愿服务中，让青少年们承担起

社会责任，真正实现“少年的担当”。

融媒记者 马忆玲 王佳涵

引领青少年共建美好社区
——记江南街道社工站社工祝秋美

社工风采
祝秋美（右三）和部分青少年志愿者合影

翁瑜洁（右）和阿文一起入户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