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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的守护”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社工服务 

项目结项报告 

 

项目名称：“希望的守护”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社工服务项目 

项目周期：2020.02—2020.05 

项目预算：1.6万元 

项目报告人与职位：高珊  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   

“希望的守护”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社工服务项目负责人 

 

一、请对照项目书分点阐述项目执行情况。 

地处祖国北部边陲的黑龙江省，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得肺炎的防疫形势非常严峻。在

全国疫情图里，被称之为唯一一个湖北外围省份，“隔山跨海红了”的省份。处于高寒地带

的黑龙江，时值最冷季节，零下二、三十度的温度，居民居家不能经常开窗户透气，感染传

播的风险增大。1月 15 日至 2月 19日期间，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指挥部共密集发布 17份公告，管控措施持续升级。4 月在国内疫情日趋平稳的情况下，黑

龙江的疫情又出现了反复，社区层面防疫压力增大。 

疫情发生以来，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快速响应、即刻行动，经过综合评估，

主动下沉疫情比较严重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心在平房区平盛街道高潮村开展“希望的守

护”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社工服务项目，综融运用社会工作方法，以社区为本，采用“社会工

作者+专业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的模式，在特殊时期用专业服务陪伴村民，通过陪伴支持、

心理疏导、疫情教育、信息传播等专业服务，巩固和促进农村社区支持网络，提升村民自我

防护意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帮助村民减低恐惧感、焦躁感，增强信心，充满希望，为农村

社区抗疫服务提供具体可参考的实务路径。 

项目工作一：进入高潮村 2 个屯，探访至少 150人留守老人，以信息传播为契机，快速

识别亟需关注的服务对象，从物质条件（防护能力）、态度（重视程度）、社会支持等方面，

进行服务对象排查。 

项目工作已完成。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访谈、观察深入了解项目实施地

的情况和需求，通过支持高潮村王家屯、马家沟屯的农村志愿者探访留守老人 150人。评估

的具体服务需求如下： 

村民方面，疫情期间，长期居家防疫状态下，高潮村老人的活动空间、文化娱乐生活、

社会交往、情感陪护等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村民心理压力增大，负向情绪开始增多。 

特殊困难家庭方面，对于贫困家庭、残疾人家庭、空巢老人等特殊家庭群体，亟需心理

支持并视情况进行生活帮助。 

村委会工作人员方面，由于村委会一线防疫工作人员严重短缺，社区干部因为长期劳累

和严寒，累病了，没有人手换，还得坚持，社区层面防疫压力增大。 

社会组织方面，由于防疫规定不能聚集，仅靠其自身力量无法继续开展服务，需要有外

力来激活其内在潜能，帮助提高组织策划能力和服务能力。 

项目工作二：带动村内志愿者根据需要不定期进行公共空间消毒。 

项目工作已完成。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项目服务带动农村志愿者开展公

共区域消毒工作。 

项目工作三：针对村民居家产生的焦虑、疫情信息不对称的恐惧、心理压力大，开展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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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与心理疏导，采取电话、互联网+、面对面等方式进行心理疏导，并进行正面传播，消除

恐慌。具体服务次数以实际情况为准。 

    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在微信群、微信平台发布“您的专属线上加油

站！抗击疫情，希望社工在行动”的内容，主动推介服务，在疫情服务过程中根据服务需求，

通过电话、微信的方式为居家隔离村民提供个别化心理支持 15 次，服务期间关注村民的心

理状态。 

项目工作四：线上社区教育，通过微信公众号、村民群，项目期内发送不少于 10 次，

鼓励大家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关心邻里，让大家形成社区支持网络。 

项目工作已完成。这部分工作是村民需求量最大的服务，所以社工投入服务力量最多。

社工、志愿者每天上午 9点至 12 点、下午 1点至 4点、晚上 6点至 7点三个时间段在线上

为服务对象提供陪伴服务，并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和服务对象的兴趣、需求，不断地及时补充

调整服务内容，最终形成八大板块服务内容，即疫情资讯、歌曲欣赏、趣味游戏、美食分享、

互动话题、养生常识、生活妙招、居家运动。社会工作者按照计划每天开展其中的三到四个

服务内容，使服务对象的情绪能够得到及时舒缓、压力能够得到及时疏导、疫情资讯能够得

到及时了解、娱乐生活得到持续充实、疫情知识能够得到持续教育。 

社会工作者将防疫教育、邻里互助关爱理念融入农村社区服务中，开展了“元宵节居家

才艺表演”网络元宵节晚会、“二月二·最美拿手菜”美食“见”赏活动、“抗击疫情学雷

锋”志愿服务行动、“三八节·姐妹一家亲”空中小剧场、“国际社工日·村民有话说”线

上特别节目、“5.12防灾减灾日”灾害知识教育工作坊等一系列线上主题活动，集娱乐性、

教育性、互动性于一体，满足服务对象在疫情下的多元需求，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传递希

望。 

项目工作五：线下疫情教育，一是疫情结束后可线下聚集时，召开不少于 2次分享会，

带领村民回顾反思疫情处理，总结鼓励积极表现；二是在高潮村老年人互助养老协会中培育

一支不少于 10 人的灾害管理志愿者管理队伍，开展灾害管理知识工作坊不少于 2 次；三是

培训社区、村委会工作人员，做好社区教育。 

项目工作已完成。这项工作是非常有价值而且有意义的，通过社工服务带动村内志愿者

的志愿服务，而且发挥很大的作用。特别需要说明的是，4月在国内疫情日趋平稳的情况下，

黑龙江的疫情又出现了反复，管控措施持续升级，根据规定，目前高潮村仍不能进入开展线

下服务，经与基金会项目官员沟通，调整为线上服务。 

综合考虑村民的文化程度，依托特殊节点开展服务，在当时疫情趋于平稳的时刻，通过

国际社工日的契机，开展“国际社工日·村民有话说”线上特别节目 2次，引领村民回顾反

思疫情，通过 5.12的契机，开展“5.12防灾减灾日”灾害知识教育工作坊 2次。 

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以往服务的基础上，在老年人养老协会的基础上培育

灾害管理志愿者管理队伍，培育志愿者 22 人，通过召开线上会议，及时了解村内疫情防控

的现状和服务对象需求的变化，共同讨论并决定下一周服务的内容，调动他们参与服务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提升其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实现持续赋能。疫情期间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一方面志愿者开展入户消杀，同时向村里的留守老人、外来务工人员宣传防疫知识，并嘱咐

留守老人们不聚集、勤洗手、出门一定戴口罩，做到宣传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中心邀请村

民制作抗疫情宣传海报，培育村民成长为疫情防控宣传志愿者，每天传播网络正能量。志愿

者骨干们的付出很有意义，为筑牢社区防疫之网发挥了积极作用，回应了高潮村防疫的实际

需要。 

培训社区、村委会工作人员，做好社区教育已完成，为了全面提高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

工作人员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缓解社区工作人员因工作而带来的各种压力，链接专家资源，

根据实际需求，开展 12次。 

项目工作六：项目总结，团队内部经验分享会 1 次。 

项目工作已完成。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扎实有效开展项目服务，开展内部经

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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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部反思经验如下： 

一是三重角色定位。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志愿者主要有三重角色，服

务提供者、使能者和倡导者。对于服务对象而言，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主要是服务提供者，在

线上直接为其提供心理疏导、政策信息解读等服务。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主要是使能者，持续为社会组织赋能，激发其成员潜能，增强其成员自信心，促进其发展。

对于农村社区而言，社会工作者的主要角色是倡导者，倡导服务对象积极参与社区防疫工作。 

二是创新不同场景的服务形式。 

社工面对不同场景，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工作方式。在本案例中，社会工作者面

对疫情防控挑战积极创新，完成了从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常规服务形式到全程线上服务形

式的转变，打破时间、空间的壁垒。“线上”服务，正是社会组织在全媒体时代下适应信息

化以及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创新服务形式的必然结果，对社会工作者学习掌握线上办公工具和

新媒体运营工具提出新的要求。 

三是应急状态下激发内生力量更易开展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也是对社区自我组织管理、

社区治理能力的检验。由于防控疫情需要限制人员流动，跨区域、外来社会组织介入基本不

可行，内生力量在关键时刻的作用就发挥出来。我们孵化培育的农村在地化社会组织在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大考中，经受了检验。这也是我们几年扎根农村社区的价值，可以有效

回应防疫抗疫背景下社区的多元需求，为社区更有力应对风险做出了更底层、更长远的设计。 

服务计划指标量：面向村民的疫情教育不少于 2 次、村民分享会 2次、面向社区工作人

员的社区教育培训 1次、团队经验分享 1次、线上教育 10次。 

服务实际完成指标量：面向村民的疫情教育 2次、村民分享会 2次、面向社区工作人员

的社区教育培训 12次、团队经验分享 1次、线上教育 80次、咨询与疏导 15次。培养一支

灾害管理志愿者管理队伍（22名志愿者）。高质量、超指标完成项目服务内容。 

 

二、项目执行是否有变更或未按计划开展，请说明原因。 

一是项目执行的工作方式是有调整的，原本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项目申报

之后，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共密集发布 17 份公告，管控措

施持续升级。4月在国内疫情日趋平稳的情况下，黑龙江的疫情又出现了反复，根据相关管

理规定，不能进入高潮村开展线下工作。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提供线上服务，培

育农村志愿者提供线下服务，中心为培育的农村志愿者队伍提供支持。服务方式调整，但指

标量和工作内容全部完成。 

二是关于培训社区、村委会工作人员，做好社区教育，项目立项后，成功链接到中国社

会工作教育协会的资源，因而服务变更，扩大服务对象，运用更好的资源更合适的方式为社

区、村委会工作人员服务，增加了服务次数。 

三是关于项目周期调整，充分考虑服务的延续性，考虑疫情的反复，因而继续根据服务

对象的需求承担项目工作。 

 

三、请说明项目的受益社区有多少个？覆盖的地理范围？ 

项目受益社区 1个，是平盛街道下辖的农村社区，哈尔滨市平房区平盛街道高潮村。 

覆盖的地理范围是高潮村坐落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最南侧，北侧紧邻平房镇、南侧紧邻双

城区、东侧紧邻阿城区、西侧紧邻平盛街道韩祯村。总占地面积 7.2平方公里。 

 

四、请说明项目的收益人数多少？他们如何受益的？如果受益对象包括流动儿童、老人、

残障群体、等弱势群体等，请详细说明。 

项目直接受益人数是 150人，服务对象是村民（主要是留守老人、高龄、独居、空巢、

有特殊困难老人）。项目服务满足疫情发展不同时期服务对象的需求。 

服务对象通过丰富的线上陪伴活动，充实了日常文化娱乐生活，缓解了因长期居家防疫

所产生的焦虑情绪，服务对象的精神始终保持积极向上。二是通过线上疫情教育活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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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防疫意识，掌握个人防疫措施，服务对象的防疫意识得到持续的巩固，防疫知识得到实时

更新不断扩容。三是激活了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的潜能，参与高潮村防疫实质工作，充实

了高潮村防疫队伍，满足高潮村防疫的需要，人力资源得到有效整合，社会组织与村两委之

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和互补，形成村社联动、协同战“疫”的格局，防疫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中。 

 

五、这次项目资助带来的改变或项目成果有哪些？ 

“希望的守护”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社工服务项目，“希望”一语双关，一方面是希望社

工在特殊时期陪伴村民，帮助村民减低恐惧感、焦躁感，增强信心，更重要的是，让村民感

到温暖，充满希望。 

“希望的守护”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社工服务项目服务村民认可度高，参与度高，反响很

好，纷纷点赞。我们也发现他们参加服务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是卫生习惯、健康意识得

以提升，形成了勤洗手、勤消毒的习惯；二是相处时间变多，增进了家庭关系，巩固了社区

支持网络，形成了积极乐观的社区氛围；三是有效地缓解疫情期间的紧张氛围，有效地增强

了对于防疫胜利的信心；四是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从社会参与角度，提升社区支

持网络。通过项目服务，调动村民，鼓励大家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关心邻里，形成社区支持

网络。项目后期，通过疫情教育，开展灾害管理相关内容，培育了一支农村灾害管理志愿者

队伍，巩固和促进社区支持网络。 

哈尔滨市平房区王家屯村民白惠芝阿姨在群里说：“代表王家屯的父老乡亲们，是全体

社工的付出换来了我们的幸福，让我们这些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让我们懂得了邻里互助

抱团去，我发现老人都离不开你们了！” 

哈尔滨市平房区马家沟屯村民李淑芳阿姨说“社工们你们辛苦了，自从我参加了希望社

工组织的活动，有了很多的体会，你们把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传扬了，把邻里之间的感情加

深了，大家互帮互助的精神提高了，也把村里的文化活动也搞起来了，老年人们都积极主动

参加活动了，尤其是疫情期间，你们一直在网上陪伴我们，谢谢你们！” 

 

六、本次资助有没有帮助你们组织或项目争取到其他资助或支持？请介绍在工作执行过程

中组织/项目的资源整合情况，这些资源整合对未来项目的继续发展能起到哪些直接和间接

的作用。 

在此特别感谢正荣公益基金会对我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通过资助不仅可以满足服务

所需，同时在正荣基金会的平台收获很多。 

资源支持：媒体资源、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资源、街道及农村社区行政支持 

为保证服务的有效性和持续性，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根据疫后需求进行评

估，积极与当地政府联系，推动农村社区建立村内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和机制，并成

功争取到在高潮村继续开展社区治理和互助养老创新实践，可以继续推动疫情过后农村社区

治理创新。 

 

七、项目财务报告 

序

号 
主要内容 单价（元） 数量 

预算 

金额 

实际 

开支 

剩余 

金额 
说明 

1 
社工、志愿者 

补贴 
50元/次/人 8人*20次 8000元 8000元 0元  

2 
督导技术 

支持补贴 
100元/次/人  2人* 5次 1000元 1000元 0元 

督导费用转账凭

证为 1760元，其

中 1000元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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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支持，760元机

构负担 

3 办公用品耗材 1000元/批 1批 1000元 845元 155元 

办公耗材发票为

1145 元，其中办

公 845 元，另属

于防疫教育道具

300元 

4 保险 100 元/人 10人 1000元 1000元 0元 口罩 

保险机构整合公益资源，未产生费用，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此项费用，用于给特殊困难家庭购买口罩。购买

400个口罩，分发给 60 户特殊困难家庭（其中马家沟屯村民 20户，每户 10个，王家屯村民 40 户，每户

5个）发放人员由村民商议 

5 
公共空间 

消毒备品 
1000元/批 1批 1000元 887元 113元 

共两张发票，372

元+515元 

6 

培训社区、 

村委会工作人员

讲师费 

2000元/次 1次 2000元 2000元 0元 

此项费用整合中

国社会工作教育

协会资源，培训

讲师费 0 元，调

整为项目工作人

员 补 贴 ， 其 中

2000 元由基金会

支持，剩余费用

由机构负担 

7 
防疫教育 

社区服务备品 
2000元/批 1批 2000元 2300元 

-300

元 

防疫教育所需活

动道具、备品由

机构开发设计，

其中 2000元发票

分为两张，另 300

元（筛子 +文件

袋）发票统一开

在办公耗材发票

中，可查明细 

8 

工作人员防护必

备用品（口罩、

一次性手套） 

—— —— —— —— —— 机构自筹 

9 项目服务横幅 —— —— —— —— —— 
机构 

自筹 

预算金额：16000元 实际开支：1603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