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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碎片化到系统化：
农村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工作资源整合

杨洪芹袁王才章
渊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 江西 吉安 343009冤

摘 要院 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袁 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积极参与农村精准扶贫袁 资源整合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议题遥 当前农村贫困对象的资源呈现总体匮乏尧 资源无联动尧 资源流失的状态遥 在农村精准扶贫中袁 社会
工作资源整合需要使贫困对象碎片化的资源状态能够系统化遥 开展社会工作资源整合袁 首先需要评估贫困对
象的资源需求袁 然后盘点贫困对象现有资源袁 并优化资源输送机制袁 再次需要对整合的资源进行管理与评
估遥 在农村精准扶贫中袁 也需要反思社会工作资源整合的本土化问题袁 以及思考后扶贫时代如何针对农村相
对贫困群体开展社会工作资源整合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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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我国实施精准扶贫尧精准脱
贫袁扶贫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遥 六年来袁农村已
累计减贫 8239万人袁年均减贫 1373万人袁六年累
计减贫幅度达到 83.2%袁 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
2012年末的 10.2%下降到 2018年末的 1.7%遥 咱1暂

2019年前三季度袁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实际增长 8.0%袁 实际增速比全国农村快 1.6
个百分点遥 咱2暂国家提出袁到 2020年袁我国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袁贫困县全部摘帽袁解决
区性整体贫困的扶贫目标袁 但是目前我国深度贫
困问题依然突出遥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袁 并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

贫遥 2017年民政部尧财政部尧国务院扶贫办出台了
叶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
导意见曳袁为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支
持遥社会工作作为一支专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袁得
到国家的重视袁 这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工
作专业力量参与到当前的农村扶贫事业中遥 社会
工作是利用各种资源达致助人目标的过程袁找寻尧
动员尧 组织协调各种资源和有效传递资源就成为
社会工作的核心任务咱3暂渊P29)遥在农村精准扶贫中袁资
源整合是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

议题袁资源整合淤的效果直接关系到社会工作扶贫
服务的质量遥 社会工作资源整合也即在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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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过程中袁 社会工作者为协助服务对象摆脱当
前困境而帮助其梳理和获取来自政府尧 社区尧家
庭尧社会组织尧自身等方面的资源袁并强调贯通各
资源之间的联系遥在社会工作服务中袁贫困对象的
个人和环境中常见的资源有个人资产 渊知识尧技
能尧价值观冤尧家庭资产渊家庭成员尧家庭收入尧家庭
关系网络等冤尧社区资产渊社区设施尧社区产业等冤尧
社会组织资产渊如文化尧社交等组织冤袁同时也包括
政府部门尧学校尧医院等个人能够接触到的正式资
源遥对于农村精准扶贫来说袁资源的限制是农村贫
困发生的主要原因袁 所以在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精
准扶贫过程中袁 需要重点研究农村贫困对象的资
源现状及整合路径遥
一尧文献回顾
社会工作非常强调资源整合的重要性袁 在社

会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袁 资源整合也是
一种主要的服务内容和方法遥 在中国知网上进行
检索发现袁截止当前袁国内对于社会工作服务中的
资源整合研究尧 农村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工作资源
整合研究相对较少且分散遥 以下主要围绕上述两
方面展开梳理遥

渊一冤社会工作服务中的资源整合
资源是社会工作中经常被提起的话题袁 资源

整合是社会工作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袁 也是一种
常用方法遥朱希峰认为袁资源的整合和运用是社会
工作的重要过程与技术遥 咱4暂吴显连认为袁社会工作
者作为资源链接者袁 只有动员和整合社区中蕴藏
的各类资源袁 才能为有需求的个人或群体提供更
有效的服务遥 咱5暂彭善民等基于社区青少年社会工
作的实践袁探讨了都市社会工作资源储量尧类型及
整合机制遥 咱6暂徐华尧隋亮研究了社会工作在整合资
源过程中袁同时也呈现野被资源化冶的过程遥 咱7暂王建
平尧 马林芳研究了流浪儿童救助保护领域中的社
会工作资源整合模式袁 这种整合模式主要是本土
资源再造的内引与外联遥 咱8暂张智辉尧翁炜佳通过对
一个野老兵亦有价冶的服务项目进行研究袁指出在
优抚社会工作中需要整合各方资源袁 建立政社合
作服务机制遥 咱9暂

以上研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社会工作资源整

合的重要性尧资源整合的路径与模式袁以及不同资
源整合路径与模式产生的效应袁 但是尚缺乏对社

会工作资源整合的整个过程进行系统化研究遥 社
会工作资源整合是一个连续化的过程袁 需要从需
求评估尧资源盘点及输送尧资源管理与评估等方面
进行系统化分析遥

渊二冤农村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工作资源整合
在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袁 经常会用到社会工

作资源整合的方法遥王思斌认为袁精准扶贫是有方
向的系统实践袁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袁要与作为
服务对象的贫困群体及作为扶贫开发主要系统的

政府部门合作遥 咱10暂这同时也表明社会工作在参与
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整合来自政府等多个主

体的资源遥张和清认为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袁需
要经历从个案救助到社区能力建设的过程袁 通过
社区工作者的努力袁激活社区内生力量遥咱11暂这里强
调借助社区自身的资源袁使得社区能够实现自助尧
互助尧共助遥 穆莉萍尧唐佳认为社会工作介入贫困
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项目制模式和岗位社

工模式袁 相对来说袁 项目制模式更能够较为独
立尧专业地开展服务袁短期内易形成示范和带动
效应遥 咱12暂项目制是社会工作资源整合的一种重要
模式遥 何燕兰将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路径概括
为在地资源利用遥 咱13暂在地资源利用是社会工作资
源整合的一条重要的原则遥李欢尧周永康探讨社会
工作帮助村民积累资本渊经济资本尧社会资本尧文
化资本冤 的扶贫实践袁 指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扶
贫袁应该秉持发展取向的资产建设遥咱14暂资产建设强
调挖掘当地社区及居民的相关资源袁 从而能够将
农村的贫困资源予以整合和激活袁 这也是社会工
作资源整合的方法遥

综上袁 当前有关农村精准扶贫中社会工作资
源整合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分散袁 未能系统分析扶
贫中社会工作资源整合的意义及路径遥 对于社会
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来说袁 应考虑农村精准扶
贫中贫困对象的资源特点袁 以及需要探讨农村精
准扶贫中社会工作资源整合的具体路径遥
二尧 农村精准扶贫中贫困对象的

资源状态院碎片化
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主要是一种嵌入性的发

展路径袁 这种嵌入是一种由浅入深的动态发展的
过程遥咱15暂对于社会工作进入农村精准扶贫领域袁目
前主要是借助项目的形式嵌入遥 项目因其目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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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尧方法多元尧操作灵活而能够迅速的整合各种社
会工作资源遥 要分析社会工作在农村精准扶贫中如
何进行资源整合袁 首先需要梳理农村贫困对象的
资源状态遥 当前农村贫困对象的资源状态呈现一
种碎片化的局面袁 下面将从农村贫困对象资源的
总体特点尧 资源联动性尧 资源流动性等方面进行
梳理遥

渊一冤农村贫困对象的资源呈现一种总体匮乏
的状态

在农村精准扶贫中袁 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主
要是贫困群体以及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尧 特殊困
难老人以及其他特殊困难人群遥 根据扶贫社会工
作对象的特点袁 农村贫困对象的资源按照服务人
群可以分为长者资源尧 儿童青少年资源尧 家庭资
源尧残障资源尧妇女资源等遥 农村贫困对象相对于
农村其他非贫困对象来说袁 他们所拥有的资源非
常有限袁特别是经济收入尧知识水平尧技术能力尧信
息等遥 根据我们在社会工作扶贫项目服务中的访
谈袁有一些年龄偏大的农村贫困者袁他们反映自己
缺少文化以及没有技术袁 认为自己与村里其他非
贫困者相比袁工作机会较少袁各方面都处于劣势遥
在实地观察中袁我们也发现袁相对于村里其他非贫
困群体来说袁贫困群体在住房尧日常消费品等方面
相对处于较差的状态袁 在人际关系中也处于受排
斥的地位袁或者说处于人际关系网络的边缘遥而贫
困的农村社区在交通尧自然资源尧人力资源等方面
也相对处于不利的状况袁 有的贫困社区表现为交
通不便袁但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曰有的贫困社区则
表现为交通便利袁但是青壮年人力流失尧有知识和
技能的人才匮乏遥

渊二冤农村贫困群体的资源呈现一种无联动的
状态

每个贫困对象都有一些资源袁 但是总体相对
偏少袁同时还存在松散状况遥如果这些来自自身的
资源及来自外部的资源能够形成合力袁 并能够凝
聚起来发挥作用袁就有可能促进总量变多袁以及有
利于改善松散状况遥 从目前农村贫困对象的资源
存有状态来看袁资源比较分散袁比如说政府尧社会
组织尧邻里等资源支持主要是零散的袁且有的时候
由于农村贫困对象陷入贫困袁还出现邻里排斥尧社
会排斥等现象袁这就更使得资源分散化袁难以形成
凝聚力遥 另外袁来自政府的扶贫补助金以及教育尧

医疗尧就业等方面的正式资源支持与来自社区尧社
会组织尧 家庭等方面的非正式资源支持之间缺乏
联动遥从实地走访来看袁农村贫困对象反映自己虽
然拥有一些资源袁但是这些资源是小部分的袁且资
源之间因为贫困对象自身的贫困而没有连接袁比
如说有的贫困对象自身具备经营经验袁 想借款做
点小生意袁 但是因为贫困而无法得到亲朋好友的
支持曰有的贫困对象有一些知识和手艺技能袁但是
缺乏就业机会和就业条件遥

渊三冤农村贫困对象的资源呈现一种流失的状
态

农村贫困对象总体拥有的资源本来就相对较

少袁同时由于子女教育尧看病花费尧生活支出等袁而
使得资源呈现一种不断流失的状态遥 有些资源流
失会伴随着整个家庭的生活过程袁 比如说日常生
活支出遥相对于资源增长的速度袁资源流失的速度
更快遥而有些临时性的家庭重大事件袁诸如大病花
费尧教育投入等袁也会造成资源流失速度加剧遥 此
外袁在农村贫困对象生活中袁主要是一些短期或一
次性的资源袁 缺乏长期性或可循环的资源袁 这也
是资源呈现流失状态的一种表现遥 从实地观察来
看袁 农村贫困群体的资源流失速度也比普通群体
的流失速度要快袁 他们收入比较少袁 而日常支出
必不可少遥 有些农村贫困群体反映自己陷入贫困
之后仿佛进入一种旋涡状态袁 收支越来越不平
衡袁 如果遇到重大疾病等问题袁 导致陷入困境的
风险更大遥
综上袁我们可以用野碎片化冶一词来概括当前农

村贫困对象的资源状态遥在这里袁碎片化是指贫困
对象的资源在总体上匮乏袁 同时这些资源间无联
动袁以及存在不断流失的现象遥农村贫困对象资源
碎片化主要是因个体和外部环境缺乏互动引起

的袁同时也受资源本身变化特性的影响遥当个体在
意识上不注重盘活资源袁 在实际行动中没有盘活
资源的能力袁 个体的资源也将呈现减少及分散的
状态袁 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袁 资源也会变得越来越
少遥 同时袁在实际扶贫过程中袁扶贫资源瞄准偏离
的困境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遥 咱16暂所以对于农村
精准扶贫来说袁需要对这种野碎片化冶资源进行有
效整合袁从而实现有效瞄准贫困对象需求袁促进其
能力提升和困境改善遥

杨洪芹袁王才章院从碎片化到系统化院农村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工作资源整合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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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 农村精准扶贫中社会工作资
源整合路径院系统化

社会工作过程模式与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存在

内在一致性袁 社会工作可以介入对贫困户和贫困
村的精准识别尧精准帮扶尧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
整个过程中遥咱17暂进行有效的社会工作资源整合袁是
农村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遥 当前农村精准扶贫中
贫困对象资源存在碎片化局面袁 这不利于贫困对
象摆脱困境遥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袁需要改善贫
困对象碎片化的资源局面袁 使贫困对象的资源能
够聚合并发挥最大效用袁 这一过程就是资源系统
化遥即通过资源整合使分散的尧无联动的资源得到
归类尧建立关联袁并便于服务对象接触遥 资源整合
路径首先是评估贫困对象的需求袁 然后是盘点贫
困对象现有资源袁优化资源输送机制袁最后对整合
的资源进行管理与评估遥

渊一冤评估贫困对象的资源需求
社会工作资源整合的步骤与社会工作的一般

服务流程类似袁 强调首先评估服务对象个人的资
源需求袁并对其处境进行分析袁然后有针对性地进
行资源链接遥

评估贫困对象的个人资源需求遥 精准地把握
贫困对象的资源需求袁是资源链接的前提袁只有明
确贫困对象所需的资源袁 社会工作者才能从社会
支持网络中寻找对应的资源进行链接遥 这个过程
与农村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袁 即资源对
接应该围绕贫困对象的需求和问题展开遥 在评估
贫困对象的资源需求时袁主要可以采用观察法尧自
我评估报告尧访谈法尧居民座谈会等方式遥第一袁观
察法是评估中最容易收集资料的方法袁 因为社会
工作者可以利用与贫困对象面对面的机会进行观

察遥在评估中袁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观察贫困对象
的肢体动作尧表情尧语言的变化袁以对其相关情况
进行评估曰通过观察贫困对象与家人尧周围邻居尧
亲戚等互动袁评估其社会支持资源的利用情况曰通
过观察贫困对象居住环境状况尧干净整洁程度等袁
评估其实际的资源需求及行动能力遥第二袁贫困对
象资源需求方面的自我评估报告是让其发自内心

地评估自身的资源需求袁可以是口头的袁也可以是
书面的形式袁包括资源需求类型尧需求程度尧作出
改变的经验与动力等袁 报告可以更准确地呈现贫

困对象的资源需求状况遥 第三袁 相对于前两种方
法袁访谈法能更系统尧更直观地展示出贫困对象的
资源需求状况袁 社会工作者需要提前设计好访谈
提纲袁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尧面临的问题尧资源需求
类型尧程度尧拥有资源状况等内容遥实际访谈中袁社
会工作者通过面对面的访谈收集一手资料袁 后续
整理出其服务对象的资源需求遥第四袁居民座谈会
是一种效率较高的评估方法袁 可以同时收集到多
名贫困对象的资源需求遥 可以结合访谈法的提纲
进行集中的资料收集遥值得注意的是袁利用座谈会
这一方式时袁 社会工作者需要关注到每一个参与
者袁避免从众现象遥

社区资源的评估袁 要关注社区贫困对个人贫
困的影响遥很多农村贫困群体的贫困袁有时候也是
因社区的贫困造成袁 通过改善社区的资源贫困现
状袁有利于增加个体获得资源的机会遥对于农村贫
困社区来说袁 则需要秉持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
式袁强调对社区优势资源的整合与挖掘袁以及通过
借助外力及改变社区的外部环境袁 激活社区的资
源遥 社区资源的评估可以通过绘制社区资产地图
的方式进行袁 具体做法是社会工作者借助资产为
本的社区发展理念袁 发动社区工作人员尧 贫困居
民尧社区骨干居民各三至五名代表袁以头脑风暴的
方式袁对社区的资产进行梳理袁并记录下来袁从而
评估出社区的资产类型尧主要内容尧归属的特征以
及动员的难易程度遥 社区资产地图一般分为文化
资产尧个人资产尧组织 辕机构 辕单位资产尧环境与物
资资产遥 第一袁文化资产的评估袁主要是引导社区
居民回想社区中的民俗节日仪式尧 居民的饮食特
色尧语言文字尧居民之间的信任感尧交往程度袁以及
社区中约定俗成的价值规范等袁 并评估该类型的
资源与贫困的关联遥 第二袁个人资产的评估袁主要
是指让参与者梳理社区中的野能人冶袁比如其才能尧
技术尧地位尧财富以及能够动员的社会关系等袁并
评估社区个人参与社区建设的意愿性和行动力遥
第三袁组织 辕机构 辕单位资产袁主要是指该地拥有的
人力尧物力尧信息尧机遇等袁比如社区是某试点区
域遥 评估该类资产在脱贫中发挥了正向作用还是
形成了阻碍袁如何清除阻碍遥 第四袁环境与物资资
产指社区的自然环境尧建筑物尧基础设施尧交通网
络等袁以评估依托该资产实现脱贫的可行性遥比如
某社区因有特色农作物袁 开发规模种植以实现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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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遥在当前脱贫攻坚中袁内部资源整合的可行性和
持续性会更强遥所以袁社区资产地图的绘制可以更
清晰地评估出本地社区资源的优势尧劣势袁从而有
针对性地趋利避害遥

渊二冤盘点贫困对象现有资源
对社会工作资源整合来说袁 首先需要盘点贫

困对象现有资源遥盘点现有资源袁可以提高资源的
可视化程度袁让隐性的资源变得可见袁同时需要发
掘地区的优势资源袁如空间资源尧人力资源尧文化
资源等遥盘点贫困对象现有资源袁还可以汇总零散
资源袁如对正式资源尧基金会等资源进行汇总袁可
以减少寻找时间尧提高办事效率遥整合资源目的是
为了满足贫困对象的需求袁 合理地运用已有和现
有资源帮助贫困对象实现脱贫遥 盘点资源具体可
以从个人尧社区两个层面展开遥

1. 对个人层面的资源盘点院个人潜能的挖掘
在个人层面袁 盘点资源可以采用欣赏式访谈

法遥 欣赏式访谈法需要社会工作者在与贫困对象
面谈时袁引导其分享过往成功经验袁并从中挖掘个
人资源的闪光点袁从而激发对方改变的动力遥欣赏
式访谈还需要了解个人的知识尧技能尧职业尧家庭
关系尧社会关系等袁以此了解个人的资源袁并了解
个人利用自身这些资源存在的限制或障碍遥 在相
关社会工作扶贫项目中袁 社会工作者利用欣赏式
访谈主要操作步骤如下院第一袁营造一种轻松自在
的面谈氛围袁而非正式的访问袁所以欣赏式访谈对
于场地的选择有一定的要求袁 尽量选择一个让对
方舒适的环境遥第二袁利用野正向陈述冶遥社会工作
者需要引出前期发现的贫困对象面临的问题袁再
把问题转移为期望达到的正向陈述上遥 如贫困对
象面临的是因家庭中照顾两个智力障碍的孩子而

陷入困境袁问题陈述时应正向陈述为野期望能通过
自己的努力把两个孩子照顾好袁 让他们有自理的
能力袁即使实在无暇顾及时袁也有人能帮忙照顾冶遥
通过正向陈述袁给对方一种积极的感觉袁引发其想
做得更好的欲望和冲动袁激发其学习尧自我增值的
潜力袁从而以这种开场引发更多的对话遥 第三袁在
正式的访谈中袁采用野回向问句冶野内向问句冶野前向
问句冶三组问句袁激发对方运用内在资源的动力遥
野回向问句冶主要是引导分享其亲身经历的成功经
验遥 野内向问句冶更多的是引导其思考当时做了什
么袁动用了什么资源袁社会工作者从中挖掘其资源

利用的优势遥 最后袁利用野前向问句冶让其思考袁如
果想改变现状袁需要做出什么行动袁并对未来进行
憧憬遥通过欣赏式访谈袁让服务对象看到自身的潜
能袁以及找到克服自身障碍的一些方法遥有些陷入
困境的个人可能是因为个人生命历程中的某次重

大事件袁比如说生病尧发生事故等袁从而变得意志
消沉袁看不到自己具备摆脱困境的能力遥 所以说袁
对个人来说袁 社会工作者盘点资源最重要的是发
现个人摆脱困境的潜能袁 为个人发挥潜能创造条
件袁并提供相应的资源支持遥

2.对社区层面的资源盘点院让社区资源可视
化

盘点社区资源主要是通过让社区资源清晰

化尧可视化遥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遥首先袁分
析现有的数据和材料遥 如通过查看社会工作者服
务时的叶社区调查报告曳尧社工服务机构过往的服
务资料中关于资源的信息尧政府工作报告等袁梳理
出当地现有的资源遥其次袁制作汇总表或手册遥将
社区相关的资源进行详细的登记袁通过走访了解尧
查阅等方式袁将资源进行分类整理袁如叶儿童重大
疾病救助资源信息手册曳叶XX 社区服务资源手
册曳等袁手册中需要包括具体的资源方名称尧资源
类型尧资源适用范围尧获取途径尧获取方式尧联系方
式等重要内容袁以便于社区居民在有需要时袁能够
尽快尧 准确地找到相对应的资源遥 该手册或汇总
表袁除本地资源外袁也可以梳理外部的可用资源信
息袁以扩大资源的整合面遥资源手册可以由社会工
作者带领社区居民共同制定并印制发放袁 以提高
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能力遥再次袁绘制社区资源地
图遥 资源地图的绘制可以结合评估资源时的资产
地图进行扩充遥 社会工作者可以在社区中发布招
募资源地图绘制参与者的公告袁 可以要求居民自
行绘制袁也可以成立志愿队伍共同绘制袁在社会工
作服务中袁会重点发动青少年尧长者进行参与遥 进
行资源地图绘制时袁 社会工作者先是要求队伍充
分走访社区或村庄袁通过观察尧访谈尧记录等形式袁
了解社区中的人尧物尧事袁然后集中绘制地图袁将前
期看到的尧记录到的画到地图中袁并以备注的形式
添加当地的特色资源袁如风俗尧特色等遥 地图绘制
完后袁志愿队伍会带着地图再次走访社区或村庄袁
以确认定稿遥 地图绘制过程中袁参与者通过走访尧
绘制增进了对居住地的了解和归属感袁 最后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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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呈现出社区或村庄的历史尧特色尧公共服务设
施尧信息尧人文景观等遥 根据我们在社会工作扶贫
项目中发现袁 居民通过社区资源地图对社区的熟
悉程度明显增强袁 社区资源的可视化也大大提高
资源的利用率袁 而直接参与地图绘制的居民对社
区的归属感得到直接提升袁 行动能力也有很大提
高遥

渊三冤优化社会工作资源输送机制
优化社会工作资源的输送机制袁 可以围绕优

先对接本地资源尧资源的低门槛进入尧资源共享三
个方面展开遥首先是优先激活本地资源遥本地资源
对于服务对象来说较容易获取袁 且对服务对象具
有天然的亲近性袁 根据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参与农
村精准扶贫的相关经验袁 对本地资源的激活和利
用是一种重要的经验遥 扶贫过程中文化资源的传
承与创新袁如重建风俗节日的仪式感尧激活邻里关
系以实现互助曰挖掘利用本地的人力资源袁利用本
地野能人冶的技能尧行动力带动一方致富曰利用社区
的组织 辕机构 辕单位等资源袁抓住扶贫项目机会曰依
托本地的环境和物资资源发展本地经济遥

其次袁强调资源的低门槛参与原则袁降低资源
参与社区建设的门槛尧简化并创新资源参与形式袁
让资源方更轻易地参与到扶贫中遥 如针对社区的
贫困人群帮扶袁可以结合线上尧线下的志愿服务形
式袁 降低参与者的时间投入从而提升其参与的意
愿遥同时对于服务对象来说袁也能够较容易地获取
资源袁 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社会工作者搭建资源
平台袁实现有效的资源对接遥

再次袁推动资源共享遥资源共享是解决不同社
区资源分布不均的有效途径咱18暂渊P208冤袁资源的共享有
利于资源的增值袁 也有利于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
的效用遥在资源共享中袁社会工作者更多的是搭建
起资源共享的平台袁 比如定期组织各资源方的见
面会袁以建立资源供给方与受益方的信任关系曰在
社区中设置线下资源共享场所和线上资源共享

群袁用以展示资源供给尧需求信息袁便于资源实现
对接遥

渊四冤对资源进行常态化管理与效果评估
资源的管理是为了使整合的资源得到更有效

的使用袁也是为了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配置遥
针对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中的资源进行管

理与评估袁主要包括建立相应的资源管理制度袁以

及对社会工作资源使用效果进行评估遥
1. 建立资源管理制度遥
资源链接和利用的常态化最后需要制度化袁

也即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资源管理规范袁 这种
规范也是为了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遥 在社会工
作扶贫项目中袁 资源管理制度主要有资源登记管
理制度尧资源使用制度尧资源信息公开制度尧资源
反馈制度等袁从资源的发掘尧使用尧公开尧反馈等方
面进行规范化袁实现资源使用的公开透明化袁从而
有利于各资源方的持续合作遥 资源登记管理制度
主要涉及对贫困对象个体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定期

评估登记袁以及对社区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尧人力资
源尧场地资源尧文化资源等进行定期评估登记曰资
源使用制度主要是对所登记的个体及社区资源如

何进行使用进行规范袁包括对使用者尧使用目的尧
使用内容尧使用方法进行说明曰资源信息公开制度
主要是对资源的使用状况进行定期公示袁 具体包
括公示的内容尧公示的方式尧公示的时间地点等曰
资源反馈制度主要是对资源反馈者尧 资源反馈内
容尧资源反馈方式进行规范袁这一制度主要是强调
资源使用后需要及时回应资源提供方袁 从而有利
于与资源提供方持续合作遥 资源管理制度主要是
由社会工作者在进行资源整合过程中予以建立袁
并根据资源整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修订遥 建立
资源管理制度之后袁 最重要的是由社会工作者在
参与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认真执行这些资源管理

制度遥
从实地调查来看袁 在相关社会工作扶贫项目

中袁 我们发现社会工作资源整合比较重视对资源
的管理袁 特别是涉及到资源使用后向资源支持方
的反馈袁以及对资源进行分类管理遥根据人群将资
源分为儿童青少年资源尧 妇女资源以及老年人资
源袁涉及到青少年的资源主要是文具尧书籍尧体育
用品尧运动设施等袁涉及妇女的资源主要是健康检
查资源尧就业技能资源等袁涉及老年人的资源主要
是家庭药箱尧老年人权益维护资源等遥分类管理这
种方法贯穿于社会工作资源登记尧资源使用尧资源
信息公开及资源反馈各项资源管理制度之中遥

2.评估社会工作资源的使用效果遥
资源的评估是资源管理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

的环节袁资源的评估主要是给出资方一个交代袁以
及监测服务进度袁评估项目的成效袁反思服务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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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服务遥 资源的评估步骤分为资源使用前的评
估和资源使用后的评估袁 使用前主要是评估资源
的可利用性尧价值尧可持续性等袁使用后的评估则
是评估资源的效用尧再参与性尧创新空间等遥 资源
评估的具体内容包括评估资源的数量尧 以及资源
的质量尧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及权益尧购买方的满意
度等遥 评估社会工作资源的使用效果主要是针对
资源使用后进行评估遥 从相关社会工作扶贫项目
的实践经验来看袁 对于社会工作资源的评估主要
是由出资方来组织的袁 因为很多地方社会工作参
与农村精准扶贫的服务袁主要是采用项目的形式袁
比如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工作扶贫

服务袁 以及一些省市扶贫基金会支持的社会工作
参与扶贫的项目袁 这些项目的出资方会对资源整
合情况进行评估袁 从而了解社会工作项目的服务
质量以及服务进度遥 对资源使用效果进行评估的
方法主要是定量评估和定性评估方法袁 定量评估
主要是通过问卷形式调查服务对象尧 资源支持方
对资源使用的态度袁 定性评估主要是运用访谈法
和观察法袁访谈法主要是访谈服务对象尧资源支持
方对资源使用的认识和评价状况袁 观察法主要是
观察服务对象使用资源后所产生的观念尧知识尧能
力尧情感等方面的改变遥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袁我们
发现当前对于农村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工作资源使

用效果主要是运用定性评估方法对资源使用效果

进行评估袁 这种方法相对比较贴合当前农村贫困
群体的实际情况遥

以上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村精准扶贫中社会

工作资源整合的路径袁 这些路径的核心目标是改
善农村精准扶贫中贫困对象资源碎片化的局面袁
从而使得贫困对象的资源来源变得更丰富尧 以及
资源间能够建立持续联系袁 并且这些资源也能够
精准地对接贫困对象的需求袁 从而最大程度实现
资源的效用遥 这些路径体现的是对资源进行分门
别类梳理尧搭建资源之间的联系尧精准对接服务对
象尧提升资源使用效率遥社会工作者通过以上路径
对资源进行整合袁 可以使贫困对象碎片化的资源
局面变得更为系统化遥
四尧总结与反思
渊一冤总结
在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袁 资源是影响农村贫

困对象摆脱困境的重要因素遥 社会工作在参与农
村精准扶贫过程中特别注重整合相关资源以改善

农村贫困对象的资源状况遥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袁
农村贫困对象的资源处于碎片化的状态袁 具体表
现是资源比较零散尧资源间无联动尧且不断流失袁
资源碎片化状态单纯依靠农村贫困对象自身是很

难得到改善袁 需要借助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推动资
源整合遥在农村精准扶贫中袁社会工作对农村贫困
对象进行资源整合主要是通过评估资源需求尧盘
点资源和输送资源尧 对资源进行管理和评估来实
现资源聚合袁 使农村贫困对象的资源达到一种存
量丰富尧便于接触尧不断增加的理想状态袁从而最
大限度发挥资源的作用袁 这也就是使资源系统化
的过程遥

综上所述袁 农村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工作资源
整合袁 是将农村贫困对象的资源从碎片化到系统
化的过程遥这其中体现了社会资源视角尧社会支持
网络视角尧优势视角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等社会工
作理论视角袁以及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模式袁在这
些相关理论视角和服务模式的指引下袁 社会工作
资源整合这一方法已经广泛运用于农村精准扶贫

中袁 这种方法在社会工作参与农村扶贫过程中的
重要性也不断显现遥在实际服务过程中袁越来越多
社会工作者注重帮助农村贫困对象搭建资源网

络袁以及提升贫困对象获取资源的能力袁同时注重
挖掘和培育社区资源袁 在这个过程中扶贫对象资
源碎片化的状况也逐步得到改善袁 社会工作参与
农村精准扶贫的效果也在进一步提升遥

渊二冤反思
农村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工作资源整合使农村

贫困对象的资源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袁 不是一蹴
而就的过程遥社会工作在进入农村扶贫领域袁也面
临着如何进入农村贫困社区袁 以及获得农村贫困
对象的信任遥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在国内尚处于发
展阶段的专业和职业袁 目前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
发达城市正逐步推广开来袁 但是对于内地贫困地
区袁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来说袁当地服务对象对于
社会工作这一专业和职业非常陌生遥 所以社会工
作要进入到这样一个对社会工作几乎没有什么了

解的地方袁 需要投入较长的时间取得服务对象的
信任袁 以及在服务过程中也要考虑当地的社会文
化特点袁特别是排斥外部力量尧注重人情关系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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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邻里互助这些社会文化特点袁 这对于农村精准
扶贫中的社会工作资源整合也是一个挑战袁 这个
挑战也会抑制社会工作资源整合的效果袁 甚至触
发新的矛盾遥 随着社会工作参与农村扶贫的逐步
深入袁 社会工作者需要不断反思社会工作服务的
本土化问题袁 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工作资源整合的
能力遥

社会工作在进行资源整合过程中也需要反思

如何推动反贫困服务网络的建立袁 这一网络涉及
政府各部门及社会服务组织袁 一个成熟的反贫困
服务网络将更有利于提升社会工作资源整合的效

果遥 此外袁随着脱贫攻坚战的结束袁在后扶贫时代
社会工作主要介入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袁 如何针
对农村相对贫困群体开展社会工作资源整合服务

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遥 以上这些问题有待今
后进一步深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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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ragmentation to Systemization: Resources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in Rural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YANG Hong-qin, WANG Cai-zhang

渊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爷 an 343009,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integra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with social work爷 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rural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While the resources of poor
people in the rural areas are fragmental, motionless and wasted,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ocial work to
integrate and systematize the fragmental resources in the rural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First, it is of
necessity to evaluate the needs of the poor, and then take stock of existing resources and optimize the
resource delivery mechanism. Secondly, we need to manage and assess the integrated resources.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resources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and to carry out the
resources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service for the relatively poor groups in the rural areas in the post -
poverty-alleviation era.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rural area;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work; resources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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