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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我国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各地都面临

着一系列实践问题，而社会工作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其专业价值观与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高度重合，

都是以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而努力奋斗，因此农村社会工作才能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为实现乡村

振兴贡献社工理论，也为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了经验。但已有的研究大多将社会工作和乡村

振兴结合的重点放在了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价值，主要关注社会工作对乡村振兴的长期影响，

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农村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的价值理念、具体内容、具体目标层面的多重耦合，来

阐述为何农村社会工作能逐渐成为乡村振兴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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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 in China’s response to major social con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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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s and changes in the new era. In deepen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various regions 
are facing a series of practical problems. As an important social force, social work, with its profes-
sional values highly overlapping with the strategic goa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striving to pro-
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social justice. Therefore, rural social work can b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work theory to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
zation has also provided experience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work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e. However, most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work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role and value of social work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mainly focusing 
o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social work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ana-
lyzes the multiple coupling of the value concept, specific content, and specific goals of rural social 
work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explain why rural social work can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
tant force in improving the rural public service system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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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发展需求多元化，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不仅可以满足其多样化、多方位的

服务需求，也可进一步推动乡村治理由外部“技术型”服务向内部“价值型”服务转变。《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 年)》等国家政策法规多次提及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建设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农村服务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乡村建设中的作用[1]。 

2. 文献综述 

学者曹庆新、徐晗从文化、生态、经济三个方面介绍了社会工作区别去其他专业的优势，强调社会

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同基层政府，通过多元主体来推动农村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充分

挖掘发挥村民的优势和潜力[2]。学者周增懿、周鑫认为社会工作参与到乡村振兴有其独有的专业优势，

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可以引导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秉持专业的价值观念，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让村

民对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工作者有较为清晰和全面的认识；社会工作专业所强调的优势视角，可以极大

的提高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了其内生动力，从而帮助村民自身及乡村得到进一步发展[3]；学者

潘旭冉对于社会工作如何介入乡村振兴问题提出了几条路径：一是通过政府购买进入乡村振兴，深化社

会工作与政府的合作；二是通过多方合作推进多元主体来推动其发展；三是积极联动，加强城乡融合，

整合各方资源；四是注重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五是重视人才振兴，努力培养乡农村社会工作骨

干人才；六是通过不断评估，时刻调整，始终把握项目发展方向[4]。学者高尚娟认为社会工作介入乡村

振兴应该有所侧重，应该重视农村社会工作和政府的在项目进展中的互动、构建更为本土化的乡村治理

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5]。学者王韬则提出了更为具体化的建议：一是通过加强城乡间企业合作，促进乡

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把乡贤作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的重点，不断发掘培育乡土人才；三是重视村

民的大众化需求，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四是促进乡村产业发展，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五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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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生态环境建设，实现绿色发展，构建美丽乡村[6]。 
已有的研究大多将社会工作和乡村振兴结合的重点放在了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价值，主

要关注社会工作对乡村振兴的长期影响，而对于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理论机制的研究有所缺失。 

3. 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历史和演变 

回顾中国乡村发展的百年历史，经历了乡村建设运动、土地改革、新农村建设再到乡村振兴，百年

来农村的不断建设改造是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载体与表征，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路径。认识中

国乡村建设的发展史，吸收农村改革的经验，是新时期振兴乡村、发展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要求。 

3.1. 萌芽阶段 

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的梁漱溟先生在“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了

“乡治”，于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提出了建设政教合一机关、农村自卫团和农村

合作社为乡村文明或农村城镇化而奋斗，最终成功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联合发展，从而改进了中国

乡村的建设理论。从这时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可以看到农村社会工作的身影，主要始于民间组织和知识分

子努力，培育了一种乡村建设使命感，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提供了指引[7]。 

3.2. 初期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计划经济时期，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高度统一，

权力趋向集中的“总体性社会”。随着工人阶级的单位制与身份制的消解，社会层面的力量逐渐减弱，

政府成为社会工作的唯一主体，专业社会工作的存在失去了社会基础。随着 1952 年高等教育的改革调整，

社会工作专业随着社会学一同被取消，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中的社会工作教育这一线索中断，但另一条

社会工作实务的线索仍然以新的服务方式存在，这一形态被当代学者称为“民政社会工作”或“行政性

社会工作”。计划经济时期的民政社会工作虽然没有体现出农村社会工作的自主自决，但在一系列政治、

经济、社会的制度安排下，运用符合时代背景的工作模式完成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任务，形成了基本

的社会福利体系，为后来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奠定了社会性基础[8]。 

3.3. 形成阶段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型，各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断加

剧。这一时期“国家–社会”关系不断重构，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实现的的一个重要载体，其社会身

份变得愈发不可或缺。因此专业社会工作的重新开启和发展也被提上日程[9]。于是，在 1987 年召开了社

会工作教育发展论证会，标志着我国重建社会工作的任务正式开启，在第二年北京大学便正式开设社会

工作与管理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史中断裂的教育一环被重新连接。 

3.4. 继续发展阶段 

广东地区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引领了当今本土社工的发展趋势，由“绿耕项目”和“双百计划”延

伸出的乡镇社工站建设成为了目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主流模式。深圳市政府于 2007 年通过“1 + 7”文

件，在全国率先推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大幅提升了本土社工的职业化、专业化。绿耕社会工

作发展中心在 2011 年正式注册成立，十多年间始终关注农村社区，坚持行动研究，运用发展视角、优势

视角，尝试建立人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2017 年，广东民政厅主办推出“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务五年

计划”(简称“双百计划”)，计划五年时间在全省各地建设开展 200 个乡镇社工站，新设立 1000 个社工

岗位，孵化 200 个志愿组织，培育 10000 名志愿者[10]。在“双百计划”的推动下，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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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进行，民政部门提出在“十四五”末达到社会工作站全覆盖的目标。乡镇社会工作站作为我国农村

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全新模式，关系到提高我国基层管理水平，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它是新时期农村社

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4. 农村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多重耦合的价值体现 

4.1. 价值理念耦合 

乡村振兴是追求进步的社会变革，它倡导乡村整体变革走向公平正义，旨在通过纠正过去的不公正

来改变我们乡村的本质。乡村振兴战略的这一发展理念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完全重合，即都是以促进

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而努力奋斗。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是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在实践中提倡尊重、平

等和自决，并注重激发人类变革的潜力。目前，社会工作在农村地区的运用越来越广泛，这种价值观的

影响在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中不断加深，其“助人自助”的价值观正在被许多社会组织所运用。 

4.2. 具体内容耦合 

提升广大村民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幸福感是乡村振兴的具体内容。而社会工作者强调与服务对象之

间的平等、积极互动，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不仅是服务对象的使能者，也是服务对象的支持者和

陪伴者，全面考虑服务对象，坚持个性化原则，注重了解村民的具体特点；社会工作者不仅是服务对象

的“专家”，也是服务对象的伙伴。总的来说，社会工作在服务中所展现的原则都是人民群众具体关注

的问题，有助于从根本上激发村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村民的获得感，这些都与乡村振兴的具体内

容较高的相似性。 

4.3. 具体目标耦合 

4.3.1. 产业振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实现的要求，这是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更高要求。乡

村产业振兴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农民劳动增收和财产性增收渠道显著拓宽。实现了农村绝对

贫困的消除，缩小了城乡的贫富差距，乡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农民福祉得到保障，并获

得了显著改善。而在新时代的大背景要求下，社会工作者也担当新的时代角色，在农村社会工作过程中

利用专业优势来不断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带动服务对象一起壮大农业产业，彻底摆脱贫困。农村

社会工作的这一总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对消除贫困，农业增收的的目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4.3.2. 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中强调对人才振兴，特别是农村地区本土化的人才的培育和新型农民的培养。而社会

工作专业本身就是以关注弱势群体为主要工作内容，通过改善弱势群体的认知和行为，来为其解决所遇

到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其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农村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关注村民个人或家庭的各种

问题，从而实现个人及乡村的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前，农村社会工作在服务中还注重服务对象的教育，

帮助其调整自身不合理的行为，更好的适应社会环境；社会工作者还积极链接乡村的社会资本，从而帮

助村民增加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社会工作尊重服务对象的主体地位，尊重、接纳

的服务原则与乡村振兴中对“人”的关注具有一致性。 

4.3.3. 文化振兴 
乡村社会是我国传统文化展现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而乡村文化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文明的乡村生活，应该重视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功能。农村社会工作者秉承“人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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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理论范式，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构村民与外部环境的关系[11]。由此可见，农村社会工作注重文化对

人的影响，这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对文化振兴的重视非常相似，农村社会工作的成效能够进一步满足乡村

振兴中对文化振兴的要求。 

4.3.4. 生态振兴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涵在于突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而社

会工作的核心内涵就在于实现“助人自助”的目标，两者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满足人的

生存和发展需求。此外，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在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使人们平等地享受良好生态

环境，拥有稳定的生态发展条件，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振兴的这一要求与社会工作“促进社

会和谐与稳定，弘扬公平与正义”的宗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4.3.5. 组织振兴 
农民群众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乡村治理最终的成功离不开基层的农民群众，而村民如何能直接地参

与到乡村治理呢？就需要将分散的农民力量集合起来，搭建一个促进集体参与的平台和载体。村民参与

的基础前提就是农村自组织的发展，农村自组织的充分培育发展也反过来体现乡村治理的成效，再作用

于乡村振兴战略。而介入农村自组织培育一直以来是社会工作的服务重点，经过不断的研究尝试，已经

在实务和理论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可见，农村社会工作注重自组织培育与乡村振兴对“乡村治理”的

目标高度契合。 

5. 地区发展模式：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 

5.1. 理论逻辑 

美国学者杰克·罗斯曼根据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种新型社区工作实践模式：地区发

展模式。该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强调参与，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在更大的程度上通过自助或互助

的方式解决社区问题，以此来推动社区发展。而恰恰社会工作在改善社区居民社会关系，推动社区共同

发展方面也有丰富经验[12]。社会工作者通过“协调者”的身份，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服务来转变传统观念，

改善社区内居民的关系、组织间的关系以及居民与组织间的关系，开发社区居民的内在潜能，提升社区

认同感、凝聚力和竞争力。一方面解决社区问题，化解社区内的矛盾，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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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福祉；另一方面既能发挥居民主体性，提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唤醒居民自我意识、集体意识，强

化自身作为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又能建立起社区内的支持网络，整合社区内的资源，更好的建设社区。

乡村振兴分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领域。因此，我们要从系统、全面的角度了解村

民的需求，解决乡村问题。农村社会工作应通过强调整合性和针对性，坚持服务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在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和社区自下而上的力量支持下，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的实施[13]。 

5.2. 农村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路径 

5.2.1. 产业衔接：搭建桥梁促发展 
农业产业的振兴，可以通过促进社会工作与乡村企业的有机结合。农村社会工作者通一方面过自上

而下按政策开展服务，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向政府传递村民的意见和建议。为了让村民在农业生产中找

到成就感、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必须要改变农民的传统观念，结合地区发展模式，充分调动居民参与

主动性，让村民从主观上愿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同时通过创新发展方式激活和依靠农业现代科技打造

创新农业，降低农业成本和投资，减少农业发展风险，完善法律法规支持农业发展政策，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激活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的要求。 

5.2.2. 人才衔接：“原生态”社工 
不断提高村民的现代化意识，是改变农村面貌，培养农村社会新风尚的必要之举，是中国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所在。基于此，致力于促进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有利于更加科学合理的

培养和提高村民的现代化意识，进一步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合理界定自身需要，注重开展深层次的

帮扶工作，确保社会工作人才践行专业价值，引导村民实现个人发展需求，确保村民发挥主体效用，保

障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作为服务提供者，不仅仅是提供优质的社会工作服务，更

要了解乡土文化，这就需要“原生态”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因此，在社会工作者的培训中需要创建合理

的课程体系，可以通过尝试开展有针对性的农村社会工作者培训项目，引导广大农村青年积极参与农村

社会工作中。同时，对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切实的在田野中与村民深入交流，从村民中吸

纳一批合适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具有“原生态”的特点，这些工作者起步快，更容易获得村民的认可

和信任。更重要的是“原生态”社会工作者可以长期的扎根在农村。 

5.2.3. 文化衔接：传承乡土文化 
在农村文化传播方面，农村社会工作者可以发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召集村里的手艺人，创作

相关的文化和物质作品，通过网络广告宣传传统文化，也可以通过写书或制作相关的纪录片来传播农村

的传统文化；对于农村的孩子，可以开设“乡土教育”课程，带领他们参观和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发

现生活的美好和乐趣，让他们在传统的农村文化中站稳脚跟。对农村的古建筑、古遗迹文化可以进行适

度的保护和开发，引导村民树立文化保护意识。这也要求农村社会工作者具备适应和尊重当地乡村文化

的能力，推动农村社会工作与乡村文化传承相结合，是乡村振兴战略对实现乡村文明之路的要求，必须

继承和发展乡村文明，提高村民的文明程度。把对于乡土文化的理解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相结合，

从而实现对优秀乡土文化的守护和延续，使乡风文明更具味道。 

5.2.4. 生态衔接：助力人居环境整治 
近年来，国内外均有学者指出，对社会工作的了解必须深入理解其“人在环境中”的内涵，即需要

同时考虑自然生态的环境要素，只有将自然环境也纳入社会工作的职业开展与双向互动中，才能全面理

解生态环境发展下人类社会结构的内在关系，才能正确施展专业价值理念和手法，体现对社会正义锲而

不舍的追求。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的改善需要专业的社会力量融入，社会工作者作为一支具有专业价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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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组织队伍，介入生态文明建设将有助于调动社会组织及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平衡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实践矛盾，从而实现各方力量的汇聚。只有积极协调和有效动员多方主体

力量，才能达到更好规制的目标，创建政府主导下“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治理新局面。 

5.2.5. 组织衔接：“草根性”自组织 
为了衔接做好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完美衔接，党和国家开始将注意力注意到乡村治理，鼓励多元

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开始重视农村社区自组织在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中挥发的作用，开始鼓励引导发

展社区自组织，将“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之一，加上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也交出

了完美答卷，让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有了身影。培育农村自组织，是在社会工作有效体现“助人自助”

的理念，这种自组织的建设可以是多样的，可以是农村文艺组织、邻里矛盾调解协会、农民农业合作社、

儿童志愿者服务队等。培育农村自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村民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促进其价值观的

转变，提神村民自身的成就感和对乡村的归属感，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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