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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患者“心”需求

“啊！太难受了，受不了了！”不久
前的一天，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
庚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医务社工参与骨
科团队查房时，病房内70岁的王爷爷
大声疾呼道。

据悉，王爷爷在术后出现谵妄症
状，情绪不稳定，多次自拔尿管。面对
王爷爷这样的患者，医务社工积极介
入，通过多次日常探访，运用共情聊
天、转移关注、优势赋能等专业技巧，
逐步安抚了他的焦虑情绪，让他更加
愿意配合医疗团队的治疗。在医护团
队和医务社工的共同努力下，王爷爷
的症状明显好转。

医务社工是从事医务社会工作的
专业人员，是医疗多学科团队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相关专业背景、专业价
值理念和工作方法，能帮助患者及家
属有效预防、缓解和解决因疾病导致
的情绪、心理和社会问题。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医务社工在
做“筑爱好孕、医路同行——辅助生殖
患者支持项目”的前期需求调查时发
现，在接受辅助生殖服务时，女性患者
的身体不适感容易导致其产生负面的
情绪，此时，如果配偶不善表达，会错
失给予女性患者支持的机会。

该院医务社工与临床医护人员充
分沟通后，专门设计了以小组及社区
活动为主要形式的针对性服务。

如取卵前一天，女性患者提前入
院，医务社工邀请女性患者为自己的
爱人写一张卡片。取卵当天，医务社
工在患者配偶等候时，把这张卡片交
给他们，并邀请他们也回复一张卡
片。女性患者在术后就能收到医务社
工送来的回复卡片。这些举措增进了
夫妻间的交流。

该活动得到了患者和科室的高度
认可。调查问卷显示，93.33%的受访
者表示，活动有助于密切夫妻关系，也
提升了患者就医体验。

目前，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出现
医务社工的身影。

2020年 10月，北京市卫生健康
委联合多部门发布《关于发展医务社
会工作的实施意见》，对首都医务社工
的服务内容、岗位设置、人才来源、人
才培养及保障机制等提出了明确要
求。“这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动力。
立足北京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医院积极整合各方社会力
量，扩展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的领域和
范畴，推动医务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
化、本土化进程。”清华大学附属北京
清华长庚医院党委副书记、北京医院
协会医务社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
克霞介绍。

一年来，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深
入贯彻落实《关于发展医务社会工作
的实施意见》精神，紧密结合卫生健康
工作实际，按照“高位谋划、统筹推进、
系统布局、规范发展”的思路，确定了
134家医务社工试点单位。在试点单
位基础上，该市遴选并培育了30个有
创新、可复制、能推广的医务社工示范
项目，为肿瘤、认知障碍、卒中、肾移
植、辅助生殖、先心病等患者及家属提
供心理疏导、社会救助、小组支持服
务，并在医养结合、慢病管理、院前急
救志愿服务等方面，嵌入医务社工服
务，提升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截至目前，该市30个医务社工示
范项目累计提供个案服务1669个，受
益患者达2874人次；开展小组活动98
个，受益患者达3765人次；开展社区
活动128次，受益群众达16384人次。

搭建居民身边“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离社区和居
民最近的基层医疗单位，是群众健康
的守门人。随着北京市医务社会工作
的不断推进，这里的医务社工也显示
出独特的价值。

政策设计之初，北京市就将基层
医务社工纳入整体构架，鼓励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机构结合实际需求，拓展
医务社工服务内涵，为基层医务社工
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积极把握这一机遇。“相关文件
一出台，我们备受鼓舞，立刻开始筹备
成立医务社工部门。”上庄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苏雪飞说。

据悉，上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务社工科于2021年4月正式成立，
第三方社工机构也很快到位。“医务社
工在基层能做什么？如何发挥作用？”
苏雪飞带着团队一直在实践中摸索。

该中心成立认知障碍小组、老年
人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糖尿病小组
等，为患病、高龄失能老人提供全方位
服务；推动“家医团队”上门看诊，协调
中医科、老年医院、心理基金会、精神
科等多方力量协作，预防服务对象出
现健康风险；开展“健康消夏游园会”
等寓教于乐的健康宣教18场，带动家
庭医生签约572人……

“人们生病了会到医院看病，但对
防病或初次患病后的知识和心理需
求、失能老人的个性化需求，医院还没
有充足的力量去关注。我们希望当人
们遇到健康问题的时候，能有像朋友
一样的专业医务社工去帮助他们，告
诉他们生病的时候该怎么办，帮助他
们排解心中的苦闷，协助他们预防可
能会发生的疾病，搭建起医院和患者

‘最后一公里’的桥梁。”苏雪飞说。
无独有偶，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探索基层医务
社工服务的先行者。作为第一批北京
市医务社会工作品牌项目单位，该中
心的医务社工从个案管理、特殊居民
服务、健康教育等方面入手，展开了相

关工作的积极探索。
中心医务社工作为家庭医生团队

的一员走进居民家中，为患者及其家
属评估心理健康、家庭关系、社会支持
水平，观察患者的居住环境和社区环
境，形成非医疗的评估档案；为有需要
的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精神
陪伴、政策讲解、联系社区、整合社会
资源等服务。

有了医务社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在社区精神患者管理和康复中也有
了更大作为。

中心组织开展了多次同伴教育小
组，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患者提升
了社交能力。家属在主题活动中也能
与病友、医生交流康复经验，相互提供
心理支持。

中心医务社工还结合居民的居家
养老需求，联系周边社区、单位，开展
安宁疗护、居家消毒、居家急救、生命
教育、心理健康、跨越数字鸿沟等内容
的讲座，开展多种健康教育等。

“医务社工像丝带一样串联起了
患者、医院和社会。”北京市丰台区蒲
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王
明辉表示。

多元参与聚成“缘”

医务社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但目前，社会对该群体的认知度仍然
较低。因此，加强对医务社工的宣传，
加深社会对该项工作的知晓度和认同
度，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工作环境
非常必要。

近年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不断
营造氛围，加大对医务社工的宣传，以
项目单位经验做法为重点，多次组织
媒体到医院进行深度采访报道，传播
医务社工的职业内涵和社会价值，不
断提升医务社工的社会认知度。与此
同时，医务社工自身也在不断提升服
务水平和工作成效，吸引更多的社会
关注，力求争取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使
实施的项目取得更好的成效，得到社
会的认可。

1岁多的洋洋因为反复肺炎，被
家长带到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
院呼吸内科治疗。没想到进一步检查
发现，洋洋还患有先天性双主动脉弓、
卵圆孔未闭、气管狭窄，需要在肺炎治
愈后，再进行先心病矫治手术。

“孩子出生后就一直生病，断断续
续地治疗已经花光了家中积蓄。再要
手术，没钱怎么办？”洋洋爸爸慌了。

医院心脏外科主治医师孟兵带他
找到了医务社工。医务社工帮洋洋家
申请到了公益资助，还为洋洋父母详
细介绍当地的相关报销、救助政策。

经过两次手术、40天的住院治
疗，洋洋终于康复出院。“治疗总共花
了13万元，老家社保报销了一部分，
加上医院帮着申请的救助金，我们自
己就花了2万元。”办完出院手续，洋
洋爸爸不停地感激致谢。

据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社会工作部主任杨学静介绍，儿童血
液病、肿瘤等疾病患病时间长、治疗费
用高，患儿和家庭承担着巨大的经济
压力，有些家庭甚至因经济困难而不
得不放弃治疗。该所社工部先后与公
益机构合作，分别对白血病、先天性出
生缺陷、先天性心脏病等病种提供资
助，得到了临床医疗科室同事和患儿
家属的一致赞誉。

类似的情形，航空总医院的医务
社工王振兴也深有体会。王振兴介
绍，在长期的治疗中，很多患者家庭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有些低保、评残政
策及公益救助途径，这些家庭通常并
不知晓，即使知晓也往往不知道如何
办理相关手续。这时，医务社工的作
用就凸显出来了。

“一位 80多岁的卒中患者房女
士，是通过医院南郎家园社区门诊部
介绍给医务社工的评残患者。她接受
过良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丧偶、儿子常
年在国外等原因，无法办理残疾人
证。”医务社工联系她所在的街道办事
处、各级残联，最终帮助患者拿到残疾
人证。“链接资源是医务社工的一项基
本职责，能够帮患者解决实际困难，提
升就业体验。”王振兴说。

“社会参与、多元发展”也是推动
医务社工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则。

一年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推动
北京医院协会医务社工专委会实现换
届，发挥行业协会优势，联合公益机
构，建立北京医务社工体系建设项目，
在人才培养、项目培育、标准制定等方
面，持续助力医务社工行业发展。

规范发展致力“专”

当前，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医务社
会工作面临的另一关键性问题是复合
型专业人才相对匮乏。

全国人大代表黄爱民在今年全国
两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
医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存在着专业人
才总量不足、职业发展空间有限、人才
培养体系待完善等局限。”黄爱民建
议，“进一步加强医务社会工作人才培
养，建设一支数量和结构合理、素质优
良的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推动卫
生健康事业进一步发展。”

针对医务社工专业人才短缺、素
质参差不齐等问题，北京市卫生健康
委突出政策宣贯，强化实操能力，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于2021年开
展了4次医务社工培训和团体督导，推
动医校联合，建立医务社工临床实践教
学联盟。为持续提升医务社工岗位胜
任力，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开发培训平
台，录制精品课程，探索建立政府为主
导、多元主体、分层分类的医务社工培
训体系，努力培养一批适合卫生健康
系统需要的医务社工复合型人才。

在该委的推动倡导下，多家试点
医院引进专业社工人才，结合各自的
专科特色、服务对象需求，不断提高服
务的专业化水平。

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务
社工杜今介绍：“在病房走访中发现，
神经内科认知障碍患者对疾病的认识
程度低，存在自我否定感，大部分患者
在住院后精神状况较差；同时发现，认

知障碍疾病患者的家属及医护工作
者，由于肩负着长期照顾患者的责任
而压力重重。”在深入了解该群体的
需求和特点后，医院设计开展了“耆
智 360—认知障碍患者及照护团队
支援计划”项目，从 3个方面开展相
关工作。

一是针对认知障碍患者成立“智
爱游乐园—认知障碍患者俱乐部”，运
用桌上游戏及认知游戏，带领组员进
行认知训练，在减轻患者就诊压力的
同时，减缓患者认知衰退的进程。

二是考虑到认知障碍患者家属照
护压力较大，医务社工联合认知障碍
病区医护人员筹备线下“认知障碍患
者家属照护支援营小组”，以协助照护
者舒缓情绪，减轻照护压力，同时，协
助照护者提升照护能力及技巧。

三是为认知障碍病房医护团队
开展芳香减压舒缓服务，以减轻医护
人员由于长期照护患者而产生的工
作压力。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开展服务87
次，为近300个病患家庭带去医务社
会工作的专业化支持。

博爱医院医务社会工作形成了涵
盖患者生存、教育、就业、社会参与的
工作模式。该院医务社工叶晓彬介
绍：“医院曾接诊了一名大学刚毕业突
发卒中的患者。清醒后，患者本人心
情极度抑郁，不愿与人主动交流，家属
情绪也很低落。”

医院医务社工经综合评估后，决
定分“两条线”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介
入服务。

一方面，医务社工对患者及其家
属进行访谈，帮助患者树立康复信心，
鼓励患者和家属参与医务社工组织的
游艺活动；另一方面，为患者进行职业
能力评估，制定职业能力训练计划，帮
助患者实现了用左手书写，为其实现成
为一名教师的职业理想创造条件……
患者和家属特别满意，在出院时感慨：

“没想到医院还有这样的服务。”
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

院，医务社工针对不同专科、不同病种
的患者需求开展专业化服务。

在门诊，医务社工提供诸如自杀、
性侵、家暴等保护性个案服务；在急
诊、ICU等科室，医务社工主要针对

“ 三 无 ”患 者 、创 伤 后 应 激 障 碍
（PTSD）患者等提供服务；在内科，医
务社工关注患者疾病适应、出院准备、
社区健康宣教等需求；在外科，医务社
工重点介入经济救助、福利政策咨询、
链接整合资源等领域，为患者提供服
务；在老年科，医务社工主要提供高龄

老人照护、安宁疗护等服务。“专科化
是临床医务社工发展的方向，是临床
医务社会工作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社会
服务部部长张蕾表示。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北京市共有89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了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其中，三级医
疗机构共 52 家，较之前增长了 33
家，同比增长 173.68%；北京市共有
医务社会工作者265人，其中，专职
医务社会工作者113人，兼职医务社
会工作者152人；三级医疗机构的医
务社工总人数达151人，较之前增长
了79.76%。

这一年，北京市医务社会工作发
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仍面临很
多困难和挑战。“医务社工的社会认知
度不高，职业价值及角色定位尚未形
成社会共识；适合卫生健康系统需要
的既懂社会工作又懂医学知识的复合
型人才匮乏；基层医疗卫生领域如何
嵌入医务社工等问题，都需要在实践
中探索，在发展中推进解决。”北京市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昂
坦言。

2022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将进
一步开拓工作格局，扩大医务社工覆
盖范围，新培育一批医务社工示范项
目，探索医务社工服务模式，提高医务
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进一步加强基层
医务社会工作，推进基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在家医签约、慢病管理、医养结
合等领域探索医务社工模式；进一步
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医务社工人才队
伍建设，开展医务社工实务培训，健全
医校联合机制，完善人才培养制度，联
合民政局探索建立继续教育、注册登
记、职务聘任闭环管理机制。

此外，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还提出，
要进一步优化工作体系，建立与公益
组织、社工机构之间的联动机制，助力
医务社工发展；进一步推广医务社工
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广泛宣传医务
社工的职业内涵和社会价值，为医务
社工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
氛围。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钟东
波指出：“医务社工是社会文明发展的
必然，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在新时代
的传承，也是首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需要。我们将立足卫生健康
实际，坚持专业发展方向，凝聚各方力
量，科学、规范、系统地推进首都医务
社会工作，真正让医学有温度、行业有
发展、医者有情怀、患者有信赖，让医
者仁心成为普惠患者的实际举措。”

医务社工 高质量医疗服务好帮手
——北京市推进医务社会工作纪实

博爱医院医务社工开展患者个案讨论及督导

□本报记者 崔芳
特约记者 姚秀军
通讯员 韩丽萍

他们是就医陪伴
者，为病痛中的患者
送去急需的心理抚
慰；他们是资源链接
者，帮助贫困患者多
方筹措资金；他们是
康复“搭桥人”，在患者
出院后，依然延伸医
学关爱的长度；他们
是医务志愿服务组织
者，提升了志愿服务
的专业化、项目化水
平……他们就是被称
为医患真情“摆渡人”
的医务社工。

近年来，随着健
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卫 生 健 康 理 念从以

“疾病”为中心向以“健
康”为中心转变，从关
注人患的“病”到关注
患病的“人”。医务社
工用暖心的服务弥补
着专业医疗服务与患
者社会需求之间的缝
隙，给予患者及其家
属更全面的关怀。

近年来，北京市
积极推动医务社工人
才队伍建设和医务社
会工作发展，为越来
越多患者送上暖心的
服务。

上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社工指导老人做肢体康复训练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务社工（右一）参与血液肿瘤内科查房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认知障碍患者家属照护支援营小组”协助照
护者舒缓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