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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守护京西山区的社工女孩们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三个社工女孩在大台扎
下了根

今年23岁的武晓霞来自甘肃甘南
藏族自治州， 她是一个藏族女孩。

她大学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社会
工作专业， 在大学里武晓霞开始接触
社工， 并慢慢喜欢上了社工这个专业，
身边的人也都说她比较适合这个专业，
因为她是一个十分有爱心的姑娘。

大三实习的时候， 武晓霞和班里
的另外一位同学选择了门头沟大台 ，
第一次从书本和理论中走到了实践当
中， 她在大台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神
圣和给别人带来的帮助， 更加坚定了
她走社工这条路。

山路曲折， 这里与北京市区比起
来，生活相对闭塞。 大量的矿业伴生流
动人口，以及当地的老人、妇女、孩子，
是生活在这里的主要居民。 没有娱乐场
所 、购物 、集市 ，甚至菜市都是每周一
开，这里居民只能自娱自乐，自发组织
在广场上跳跳舞，压压铁路，打打泉水。
这种自得其乐中， 也透着无奈与无聊。
为了让他们能“透透气，见世面”，大台
街道为此没少费心。

2014年的夏天 ， 立德社工的三个
姑娘， 在这里扎下了根。 除了藏族女
孩武晓霞， 来自江苏的亚丽也是这几
个姑娘中的一个。 她和其它两位女孩
初来时一样， 爱上了大台的青山、 蓝
天、 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从开始入户访谈时的生疏， 到后
来我们走在社区里， 能与越来越多的
居民打招呼、 问候 ， 我们慢慢和他们
有了家人的感觉。” 云南妹子鲁婷感慨
地说。 “虽然带活动结束后感觉很累，
但是为了这些人， 内心很有冲劲”。 亚
丽分享着自己的感受。

在困难和挑战中找到了
幸福感

社工不是个轻松的行业 ， 在大山
中更不是。 由于服务对象不同， 她们
在活动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每个
姑娘都担任过培训师 、 讲师 、 舞蹈 、
手语、 手工、 瑜伽等不同的工作。 从
活动的策划、 执行、 到工作收尾， 都
要由姑娘们自己来完成。 鲁婷是刚去
的云南妹子， 她说通过在陌生的环境
与社区居民聊天， 她感觉自己 “特别
能说， 越来越开朗爱笑”。

大台街道的支持、 服务对象的一
点点变化都是作为社工前进的最大动
力。 姑娘们深深关心着自己的服务对
象们。 以最基础的残障服务项目为例，
普通人提起残疾人可能感觉不知如何
相处， 但从事社工专业的姑娘们明白，
残疾人的世界很简单———很小的一件

小事都可以让他们开心或不开心。 亲
手穿上一个小珠子， 得到了社工的肯
定， 都会露出特别灿烂的笑容； 自己
的手工艺品没有同伴做的好看， 心情
也会马上变坏 ， 简单的像孩子一样 。
“只要付出时间和陪伴， 他们就会用满
足。 恢复键按的特别快”， 这是社工女
孩对残疾人的经典评语。

跟他们相处久了， 社工女孩的心
里也像山野里的风一样， 简单， 纯净，
还有着怡人的美感。

但是刚来大台工作的时候 ， 对这
些年轻女孩也是不小的挑战， 武晓霞
刚开始就很不适应， 特别是做老年人
工作， 觉得特别的难， 看到一些困难
的老年人， 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
们， 后来在同事的帮助下， 她开始慢
慢找到了一些方法。

晓霞从老年人感兴趣的入手 ， 山
区医疗资源缺乏， 就为他们联系高质
量的医院进行义诊讲座， 开展各种兴
趣小组， 比如健身操、 舞蹈、 书法等。
跟老年人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并在
活动中观察一些老人， 建立个案， 跟
踪老年人的需求并进行服务 。 很快 ，
她受到了当地老人的喜爱， 她也慢慢
找到了幸福感。

排除层层障碍开启了老
年餐桌

让晓霞印象特别深刻的 ， 就是在
去年年底和今天年初， 大台的一个社
区老年人占很大比重， 这些老年人基
本上都是大台矿上的退休工人和家属，
子女很多都在外边工作， 有些老年人
的吃饭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社
区连一个小饭馆都没有， 所以社工们
开始着手解决社区的老年餐桌难题。

“在解决老年餐桌的半年内， 我们
遇到了很多困难， 志愿者的补贴数额
不是街道方不满意就是志愿者不满意，
找了很多志愿者人选， 对方都不愿意
参与进来， 觉得责任很大， 怕自己担
负不起； 一些老年人又觉得会花很多
钱， 而想参与的老年人却一直在问我
们什么时候老年餐桌可以开始了， 那
段时间真的太痛苦了！”

最终在机构的同事和社区的帮助
下， 他们找到了邻里互助的形式去做
这件事情， 志愿者每天在家做完饭之
后送到老人的家中， 这样老人就可以
在家里享受到老年餐桌的服务了。

“今年4月1号， 终于将餐桌开起来
了。 第一天志愿者去送餐的时候， 我
跟着去了， 看着长期不能好好吃饭的
老人， 抱着碗狼吞虎咽的样子， 觉得
自己之前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虽然现
在参与的老年人还不是很多， 但是我
相信只要做得好， 一定会有更多的老
人参与进来的。” 晓霞感慨地说。

“虽然工作才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
觉得在老年人工作中， 一定要把这些
老年人当做自己的爷爷奶奶来看待 ，
这样你才会更快的被他们接受， 能够
更好的为他们服务。”

为当地孩子们建立起小
书屋

大山中的流动妇女和儿童工作却
是有难度的。 这里的资源较贫瘠， 孩
子们想得到些捐赠的新书， 学到些艺
术类的课外内容都比市里难的多。 借
助立德社工的平台， 姑娘们已经为当
地孩子们建立起了小书屋。 “我们还
缺书， 缺来这里教孩子们琴棋书画的
老师， 公益的老师。” 这是她们常常传

递给城里同事们的信息。
这里的妇女们多是无业的矿工家

属， 都想学些技术， 做些零活儿， 补
贴家用。 这些迫切的需求， 常常驱动
姑娘们不停的寻找大山外的资源。 她
们设想， 如果自己是这些孩子或妇女，
会有怎样的期待与渴望。 “越处越像
姐妹， 就越来越为她们操心， 真想为
她们找到条路。” 亚丽感叹到。

学种植， 学舞蹈， 学女红 ， 这些
课程由姑娘们自己担纲， 已经走上了
正轨。

两年时间里， 姑娘们的主要服务
集中在玉皇庙、 灰地、 桃园、 双红等
社区 ， 同时也辐射了较远的黄土台 、
落坡岭、 木城涧、 大台、 千军台等地。
三个姑娘吃在这里住在这里， 每天的
时间除了开展社区服务， 与其他社区
居民没什么两样。 吃完晚饭， 三个姑
娘常结伴而行， 出去走走铁轨， 看看
社区广场的社区居民在做些什么。 和
其它年轻姑娘一样， 有时候她们也会
去小卖店给自己买点零食， 晚上回到
办公室整理一天的材料， 一天就这样
过去了。 驻扎时间久了， 街道领导把
女孩儿们当做了自己的同事， 也把立
德机构当做了街道的一个部门。

坚持做社工， 并不是一件轻松的
事情或者决定。 因为几乎所有的琐事
都要亲力亲为。 社工行业本身还不被
群众普遍了解， 入户或者服务常被拒
之门外。 但山里的这三个姑娘 ， 她们
坚持下来了 ， “能够为山里的老人 、
妇女、 儿童做些事， 虽然很累， 但是
我们的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每一天的
心情都像山里的蓝色 ， 白云 ， 绿树 ，
生机勃勃而美好， 充满奋进的动力。”
鲁婷充满感情地说。

“玉皇庙 、 落坡
岭 、 木 城 涧 、 千 军
台 ” ， 这些好听的地
名 ， 让我们联想到了
美丽的山中景色 。 京
西门头沟的大山中 ，
九个这样的社区形成
了大台的曲折地貌 。
有三个年轻的社工女
孩 ， 就服务于这个独
特的山中街道。

社工、 志愿者与老人就饭菜质量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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