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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介入五保老人个案实务研究——以昭平县“三

区”计划项目为例

黄仕银 杨章成*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柳州 545000

摘 要：农村高龄独居老人是社会弱势群体之一，是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文章以昭平县“三区’计划项

目开展为背景，描述了社会工作者开展个案服务工作的过程中，如何在这一类群体中发挥专业积极作用，并通过理论分析、

需求分析、服务流程记录和反思，探讨了社会工作者在养老服务中如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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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ctical study on the case of Social work Intervening in the Five Guarantees -- A case study

of the "Three Districts" project in Zhaopi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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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at an advanced age are one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in society, and an important group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field of social work service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hree Zones" plan project in Zhaoping County, and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social workers carrying out case service work.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needs analysis, service process re

cording and reflection, the article explores how social workers can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this group of p

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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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计划是结合项目结合受援县的实际情况，为

受援县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

社会工作者针对在地弱势群体的需求开展了个案服务工

作。在走访过程中，项目社会工作者评估服务对象的需求

问题，为其制定服务计划，调动资源多方联动为高龄独居

五保户老人提供服务。在服务过程中满足了老人日常生活

需求、精神生活需求等，为老人创建了良好的晚年生活环

境，以下则详细分析个案工作介入高龄独居老人的服务过

程。

一、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介绍

黄大爷，男，86岁，未婚。服务对象是村里的一位五

保老人。服务对象长期独自居住，年龄较大，腿脚不便常

年卧床，丧失劳动能力；目前饮食起居的照料工作由护工

来完成。

二、社会工作视野下老年个案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个案工作服务的理论基础

社会支持网络指的是一组个人之间的接触，通过这些

接触，个人得以维持社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

助和服务、信息与新的社会接触依据社会支持理论的观

点，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越好地

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又可以分为

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包括个人的自我功能和应

对能力，后者是指个人社会网络中的广度和网络中的人所

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功能的程度。以社会支持理论取向的社

会工作，强调通过干预个人的社会网络来改变其在个人生

活中的作用[1]。特别对那些社会网络资源不足或者利用社会

网络的能力不足的个体，社会工作者致力于给他们以必要

的帮助，帮助他们扩大社会网络资源，提高其利用社会网

络的能力。[2]

（二）问题分析

1.居住情况

服务对象是一位五保老人。目前只有他一人居住。居

住的房子内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五把椅子、两个小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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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柜子以及一些其他的杂物，环境较为脏乱。此前服务

对象居住的地方未通自来水，需护工每日定时送水解决服

务对象的用水问题，直至2022年3月8日才安装好自来水。

每逢雨天，房内漏水现象较严重，也于2022年3月8日修葺

完善。

2.社会支持系统

服务对象的正式支持系统是当地的民政局，在发放救

助金给予他经济上支持维持生活的同时，县民政局还给服

务对象配备一名护工照顾其日常起居，这位护工是服务对

象的远房堂妹。在非正式支持系统上，服务对象双亲离世

多年、膝下无儿无女，日常生活需要有人照料，护工是服

务对象关系较为紧密的仅有的非正式支持系统。在人际交

往中，与其他的人没有过多的沟通。由此看来，服务对象

在社会支持系统上，给予的支持是不足的。

3.身体状况

服务对象年迈力衰，行动不便，常年躺床，因为身体

原因，活动范围相对较小，同时老人疏于照料，导致老人

在身体营养未能得到及时的必要的补充。

4.心理状况

几年前服务对象曾经向护工索要过药物想吞药自杀，

后经护工耐心劝阻，服务对象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目前服

务对象情绪较为稳定，暂未发现服务对象有轻生的情况。

服务对象是五保户且高龄老人，在社会工作者的探访

中了解到服务对象社会支持网络薄弱，丧失劳动能力，长

卧在床，亦极少人与服务对象来往，因此社会工作者计划

在巩固服务对象家属（护工堂妹）支持的同时发展服务对

象其他的支持网络，让服务对象在晚年得到更多的关怀与

支持。

三、社会工作视野下老年个案工作服务的过程分

析

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在解决老年人

面临的个性问题时，能提供有针对性、有效性的介入服

务，具有一定的专业优势。根据昭平县五保老人面临的问

题，社会工作者从个案视角出发，对服务对象进行需求分

析后，制定服务计划，从而解决其面临的基本问题。

（一）服务对象的问题预估

1.服务对象居住环境简陋、破旧，且存在较多安全隐患

居住的房子内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五把椅子、两个

小的老旧的柜子以及一些其他的杂物，环境较为脏乱；

2022年2月22日凌晨服务对象因在室内抽烟引起了火灾，直

至第二天早上护工去看望服务对象时发现其倒在房间门口

。服务对象戒烟后对糖的依赖性很大，且把剪刀放床上剪

糖果纸，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对此需要对安全隐患进行排

查。

2.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缺少陪伴，精神上缺乏疏导和安慰

服务对象长期独居，精神上缺乏家庭式的关怀，有过

轻生念头。曾试图向护工索要药物自杀，经耐心劝阻疏导

，服务对象最终打消了轻生想法，认识到了生命的珍贵。

目前服务对象情绪较为稳定，暂未发现有再次轻生的情况

。服务对象常年一人居住，仅与日常看护人员有简单交流

，与外界沟通甚少，长期与社会脱节。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缺少陪伴，精神上缺乏疏导和安慰，需要社会工作者的介

入服务。

3.护工的不按时提供照护服务，对服务对象疏于照料

社会工作者留意到服务对象护工照顾服务对象不甚周

到，不能按时按点给服务对象送饭，而且饮食不健康。服

务对象就只能用馊掉的隔夜饭果腹，非常不利于老人的身

心健康。同时，服务对象护工缺乏专业的护理知识，且其

忙于摘茶叶，使得服务对象不能得到充分的照顾。

（二）制定个案服务计划

1.服务目标

疏导服务对象情绪，给予服务对象心理支持和慰藉；

链接资源，改善服务对象目前所居住的生活环境，创设良

好的养老环境。

2.服务策略

（1）发挥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与服务对象建立良

好的专业关系，为服务对象提供心理支持，了解服务对象

需求，并与服务对象商讨制定服务方案目标。

（2）在多方联动的机制下，链接社区资源，多参与陪

护与慰藉服务；与当地村委会、社会工作者站、政府合作

，改善服务对象的居住环境。

（3）与服务对象护工沟通，陈诉服务对象的情况，商

讨将服务对象安置在敬老院生活更为安全和方便。

（三）具体服务过程

第一阶段：接案，发挥社会工作者专业性，建立良好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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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昭平县“三区”计划项目中，项目

社会工作者在走马镇社会工作者站社会工作者的陪同下，

在当地走访过程中接触到服务对象，了解到服务对象的困

境。五保老人黄大爷成为“三区计划”个案服务对象，并

签署了《个案同意书》，确定五保老人黄大爷为服务对象

身份，为其共同制定服务计划并由社会工作者提供相应服

务。社会工作者运用倾听、专注、同理心等个案服务技巧

，使得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情况有细致的了解。在此阶

段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澄清个案工作，以及与服务对象

建立个案关系，并签订个案知情同意书。

第二阶段：预估服务对象问题，分析服务对象需求

经过前期入户探访，收集服务对象基本信息、列访谈

提纲、评估服务对象需求。昭平县“三区”计划项目社会

工作者在乡镇社会工作者站人员的配合下，积极了解服务

对象情况。社会工作者了解服务对象目前现状，随即对服

务对象进行深层次的资料收集，进一步了解案主基本情况

，为后期开展个案评估以及服务方案制定，服务方案充分

考虑服务对象的利益。

第三阶段：服务介入，开展陪护与慰藉服务，与走马

镇社会工作者站社会工作者上门与服务对象交流

在建立亲社会联结层面，项目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工作

者定期探访服务对象。在乡镇社工站社会工作者的陪同下

，与服务对象进行交流，运用老年缅怀往事疗法，认真聆

听服务对象倾诉自身的过往经历，增加与服务对象的互动

，缓解服务对象内心的孤独和落寞。期间，社会工作者并

给服务对象相关的照料服务。

第四阶段：结合“社区+社工+志愿者”方式，与当地

村委会、社会工作者站合作开展服务，改善服务对象的居

住环境，排查服务对象目前居住地的安全隐患

项目社会工作者和乡镇社会工作站社工志愿者，县审

计局两名工作人员、乡镇镇副镇长、村支书共同前往服务

对象家中，进行了卫生打扫，内务整理，改善服务对象的

居住环境，排查服务对象目前居住地的安全隐患，并向服

务对象宣讲疫情防控相关事宜，给服务对象各房间及院子

内外进行消毒。社会工作者以及其他服务人员给服务对象

梳理讲解去福利院居住的好处，经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

耐心分析讲解，其同意转至昭平社会福利院居住生活。

第五阶段：联系昭平社会福利院，申请特困人员生活

自理能力等级评估，如条件符合则把服务对象转至昭平社

会福利院居住生活

社会工作者在乡镇民政局社会救助股了解到，服务对

象申请到县社会福利院居住需联系走乡镇民政办做特困人

员生活自理能力等级评估，若条件符合方可与县社会福利

院签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委托照料服务协议》，签订协

议并完成核酸检查无异后可送至县社会福利院居住。社会

工作者和乡镇社会工作者、县社会福利院院长、护士、村

委工作人员、服务对象护工参与了本次评估。经评估，服

务对象无自理能力，县社会福利院院长表示可以接纳服务

对象转移至县社会福利院居住照料，并就需要准备的物品

和流程进行了详细说明。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各相关方在

协议上签字盖章并给服务对象做完相关检查后即可转移至

社会福利院居住生活。

第六阶段：跟进协议的顺利签订，帮忙收拾服务对象

入住福利院所需物品；做好人员交接工作，与服务对象沟

通服务目标达成情况，填写个案服务满意度调查表

本次服务遇到的阻碍和难题较多，经过社会工作者的

多方沟通与协调，一一得以化解。

一是指定服务对象的病理责任担当。由于转至昭平社

会福利院需要服务对象家属签字，同意将来服务对象生病

需要家属去医院陪护，服务对象没有家属帮忙签字，旁系

亲属也不愿意担此责任。社会工作者与镇民政办领导及村

委领导协商，并经服务对象本人同意后，链接了康复医院

资源，把服务对象送至医养中心居住生活，由专业人员护

理。

二是规范服务对象的个人物品管理。服务对象的存折

身份证等私人物品之前由护工代为保管，。在交接过程

中，社会工作者发现护工在从服务对象第一次存折支取700

元，第二次支取时间为医院来接服务对象入住医养中心的

前一天，支取金额3920元，支取后服务对象存折里仅剩12.0

3元。因服务对象大小便无法自理，入住医院后需购买纸尿

裤、毛巾等个人用品，余额不足以采购，后经多方协调，

护工回家取来现金归还老人，作为老人到医养中心的个人

生活开支，由医院护士代为保管并记录开支明细。

三是解决服务对象的日常交流问题。社会工作者与医

院护士长商议，建议与同村另一五保老人安排在同一房

间，解决了服务对象语言不通的沟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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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结案评估，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沟通，基本

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并以服务对象口述社会工作者代填

的方式完成了个案服务满意度调查表。

四、服务总结评估

通过专业社工介入，服务对象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

决，服务对象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服务评估的目标达成。

服务效果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互动增多，情绪得以排解

通过一系列的陪伴、服务、解决服务对象的实际问

题，服务对象双亲离世多年、膝下无儿无女，面临无人赡

养的局面，没有一定经济基础，护工只能短暂的提供照护

服务，但是其余时间护工都忙于其他事情，因此在无人长

时间的照护、陪伴下，在一个人的晚年期，生活心理上会

出现孤独感、无力感，同时也面临随时发生病患无法及时

救护的危险。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上门陪同服务对象互

动，服务次数6次，让服务对象的个人情绪得到了排解，越

来越相信社会工作者，也愿意和社会工作者多交流。

（二）拥有了安全的居住环境，专业的护理服务

对服务对象进行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等级评估后，

接着与福利院签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委托照料服务协

议》，但是签订服务协议需要服务对象的签字，多位亲属

害怕担责，通过多途径协商，让服务对象顺利入住医养中

心，这大大改善了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服务对象在家里

独自生活时，不方便出门购置日常用品。但在社会工作

者、志愿者以及民政局等相关人员的帮助下住进医养中心

后，日常生活有人照顾，能够按时一日三餐。

本次服务进展顺利，是民政局、福利院、社会工作者

站等多方共同协力、不辞劳苦的成果，所获经验有利于昭

平县有序推进乡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多方工作人员秉承

人文关怀的原则，依据服务对象及服务对象护工的意愿，

为其选择最合理的援助方案，实现了“老有所依，困有所

助”的服务目标。

五、社工视角下昭平县五保老人服务的个案专业

反思

从个案的问题界定看，服务对象的需求在老年群体中

显然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多数独居高龄老人在一定年

龄后，都可能面临生命安全、心理、饮食健康等方面的问

题，如何结合多方联动资源发挥专业力量的作用也将是独

居高龄老人服务探索的重点，对于昭平县“三区”计划个

案的探索具有如下经验：

（一）立足需求，定位清晰，提供专业服务

在服务开展之初，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进行摸底排

查，筛选出真正有需要的个案服务对象，立足高龄独居五

保老人的真实需要，提供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服务，有针对

性解决服务对象的需求问题。

社会工作者在进行个案服务时，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

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与分析，服务对象是独居五保老人，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各项福利政策已享受到

位，但是对于服务对象的安全问题社会工作者需要有细心

的观察能力，老年期的老人容易对生活失去信心，在精神

慰藉上相对缺乏匮乏，社会工作者只有精准评估服务对象

的需求才能“对症下药”，积极改善和帮助到服务对象的

心理问题和生活问题等。

（二）结合当地社会工作者资源，提高服务高效性

社会工作者在此次服务过程中，服务对象一开始对社

会工作者有一定的戒备心理存在，对于社会工作者的入户

有一定的排斥，社会工作者需要充分的沟通和耐心的讲

解，让服务对象知道服务的意图，有利于争取服务对象的

信任，以便后期工作的探访，同时给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性

服务工作打下基础。在此期间，由于社会工作者不懂当地

方言，需要配备一名当地社会工作人员尤为必要，提高服

务的高效性。为帮助服务对象顺利入住医养中心，社会工

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和多方的协调，克服重重困难，让社会

工作者也感受到自身工作价值所在。

（三）结合社会多方力量，解决服务对象问题

结合社会多方力量是社区治理和群体服务中重要指导

工作方法之一，针对独居高龄五保老人服务，结合资源，

发挥各方力量所长，有效满足服务需求。在个案服务中，

项目社会工作者结合“社区+社工+志愿者+医护+政府”力

量，满足服务服务对象需求。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作

为重要专业力量，在介入服务时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专

业需求评估界定，二是实施中的资源整合及匹配；社区志

愿、社区组织、政府依据自身优势，发挥骨干力量，为服

务对象提供具体的执行服务。

（四）保障服务对象生命安全，建立长期评估机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居家养老的服务不断出现

新的需求，社工要做的就是与时俱进,合理评估空巢老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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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养老服务质量[3]。独居高龄老人按照民政服务标准，养老

服务以需求为导向，不同自理能力的老年人需要不同的养

老服务[4]。所以在提供服务时，需要为这一群体构建一种长

效稳定的评估机制，对其进行动态把握防止其在遭遇特殊

情况时，导致其身体功能骤然降低，从而避免出现危及其

生命的危险。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服务中对服务对象的身

体状况进行动态的跟踪，不断更新其身体健康指标。同

时，在服务中，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评估属于优先级，应为

这一类群体建立独特的社区服务档案，并及时评估更新，

每月不少于1次，一旦发生失能问题，无法获得良好的生活

照顾，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将其转移到院舍养老系统中，尽

可能地保证其服务对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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