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社会合力 成共治格局

长寿 社会组织多点发力战疫情促脱贫谋振兴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必须加强社区治理体
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
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
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
治良性互动。

近年来，长寿区民政部门不
断优化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服务，
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推进社
会组织综合监管。蓬勃发展的社
会组织，成为当下活跃在长寿脱
贫攻坚和防疫一线的重要有生力
量。

防疫一线展风采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连日来，长寿区爱心帮扶协会积极开
展以“抗击疫情，你我同行”为主题的
疫情帮扶活动，为一线防疫战士加
油，为共抗疫情出力。

2月22日，该协会组织4名理发
师来到新市街道，为战斗在防疫一线
的社区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民警、志
愿者共81人，开展了历时7个半小时
的义务理发活动，让他们以崭新的精
神面貌，继续投入防疫工作中。此
外，该协会还积极发动会员捐款捐物
奉献爱心，累计募集捐款1.2万元、物

资折价3.3万元，捐赠给相关机构用
于防疫工作。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疫情期
间，长寿区老年书画研究会号召全体
会员积极用笔墨当武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短时间内会员们创作了一批
有深度、有温度、有鲜度的诗词、书
画、音乐、散文等文艺作品。

长寿区摄影家协会积极参与疫
情防控，摄影家们用镜头定格感动，
用相机捕捉行动，用影像传播正能

量，第一时间创作出大
量优秀摄影作品，发表
在人民日报、重庆日
报、重庆摄影家协会等
媒体上，引发社会强烈
反响。

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长寿区各类社
会组织坚决服从党委、
政府疫情防控工作安
排部署，担当作为、行
动迅速、凝智聚力、发
挥优势、筹资捐款、履
行责任、助推复工，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献策献力。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91家社会组
织参与疫情防控，行业协会商会等各
类社会组织动员引导600余家单位
会员、3000余名个人会员，投入人力
6000余人次，参与疫情公益防控累计
支出超过3000万元，创作防疫文艺
作品93件，支持帮助19个社区，10
万余名群众做好防疫宣传、消毒、排
查等工作。

脱贫攻坚献力量

广大社会组织不仅在防疫一线
展现自己的风采，也是脱贫攻坚中重
要的有生力量。

1月13日，长寿区保险行业协会
联合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到万顺镇开
展第十四届保险宣传周暨爱心公益
慰问活动。22家保险企业员工向群
众普及保险知识，增强群众保险意
识，看望慰问当地孤寡老人、留守儿
童、贫困学生、特殊家庭和残疾人。

类似活动不胜枚举。去年以来，
长寿区保险行业协会积极响应区民
政局、扶贫办号召，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充分发挥会员单位优势，积极开
展扶贫活动，累计公益扶贫支出22万
元，为助力长寿区脱贫攻坚贡献了应

有力量。
行业协会的踊跃参与，离不开主

管部门的引导动员。脱贫攻坚战打
响后，长寿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相关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引导全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贫攻
坚。出台《长寿区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了《关于社
会组织结对帮扶脱贫村的通知》，引
导社会组织与贫困村结对开展帮
扶。长寿区商业联合会、长寿区爱心
帮扶协会等40个社会组织，与全区
10个贫困村分别结对帮扶，实现了每
个脱贫村至少有3-5个社会组织进
行结对帮扶。

长寿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募
集扶贫资源、运行扶贫项目等方面的
优势作用，开展了结对帮扶、产业扶
贫、志愿扶贫、智力扶贫、教育扶贫、
捐助扶贫、音乐义演、大病救助精准
扶贫、脱贫攻坚诗词创作朗诵会等形
式多样的扶贫行动。去年以来，共有
122余家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扶
贫公益支出160余万元，开展各类公
益扶贫活动30余场次，实施扶贫项
目 31 个，惠及困难群众 6000 余人
次。

社会工作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公众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不断增
多，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发展空间。近年来，长寿区大力引
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
社会组织，以社工室为平台，以社工
为桥梁，以社工项目为引擎，丰富村
民精神文化生活，培养村民自立自
强、发展互助、民主议事意识，做好
资源嫁接，助力乡村振兴。

在龙河镇四坪村，村委会在社
工资源链接的帮助下，与重庆品培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手组建起重庆
肆苹实业有限公司和重庆肆苹劳务
合作社，解决村民劳动就业560人，
其中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村就业
48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5.6万元，
村民人均增收约3000元。

四坪村的振兴是长寿区依托社
工组织，坚持资源链接，构建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的生动范例。全区探索
链接社会资源组建村级集体公司，
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筑巢引凤，
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解决
农村空心化问题，围绕生计发展、增
加收入、盘活乡村资源等方面，引导
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增强村民
群众归属感。

社会工作的勃兴，得益于人才
的支撑。长寿坚持谋划在先，健全
组织培养社工人才。全区目前已建
成镇级服务中心19个、村（社区）社
工服务室138个，发展本土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8家、志愿服务组织32
支，社会工作人才3907人，持证专
业社工人才334人。其中农村社会
工作者900余名。广大长寿社工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
村民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激发村民拼搏向上、积极作为的内
生动力。

长寿充分发挥社工在基层社会
治理中的优势，协助社区搭建协商
平台，积极培育孵化基层社区组织，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
治良性互动。以“美丽乡村”建设为
目标开展服务，通过“三社联动”机
制，采取创新性的“专业社工+社区
工作者+志愿者，村民委员会+社区
社工室”治理模式，充分利用社工协
同治理能力，结合村干部的基层经
验，积极调动志愿者广泛参与，激发
群众性自治组织活力，将村（社区）、
社工、社会组织的力量结合起来共
同发挥作用，提升社区社会治理能
力现代化。

同时，以贫困人群、农村“三留
守人员”和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服
务对象，深入开展关心关爱、政策宣
讲，为村民提供各类服务，解决他们
的实际问题，延伸基层民政工作“手
臂”，增强民政服务可及性，帮助群
众树立积极心态、修复社会功能、增
强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和提高服务
对象的生活质量。

去年，长寿还投入800余万元
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等实
务领域。着力搭建政府主导的社工
项目管理平台，建立区、街镇、村居、
社工机构四级联动机制，形成区民
政局统筹协调、镇（街）日常监管、村
（社区）负责承接、社工机构具体实
施的四级联动管理模式，完善从项
目的设计、招标、实施和评估实行多
方联合的可协商、可督导、可监管的
动态管理模式，确保结合项目实施
地实际情况引入对口的专业社工人
员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社会工作大展拳脚
助力长寿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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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组织在重阳节与农村贫困老人谈心社工组织在重阳节与农村贫困老人谈心

长寿区爱心帮扶协会组织理发师志愿者为一
线防疫人员免费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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