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中南街

道办事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州市中南街社工服务站（由原中南街家庭综合服务中

心于 2018 年 10 月更名）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自 2012

年 9 月起由广州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运营，服务中

南街辖区内海南、海中两个社区的居民。服务站设有总服务

站与分服务站，分别位于两个社区的中心地带，便于居民前

来参与服务。两个服务场地面积约 930 平方米，设有个案室、

小组室、多功能室、舞蹈室、图书室、电脑室等功能室，其

中大部分场地为与中南街的职能部门共同使用。广州市大同

—中南街社工服务站本着“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全人发展”

的服务宗旨，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完成第三周期五年服务期

招投标工作，按照广州市 2018 年 6 月颁布的《广州市社工

服务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办法》关于服务模式的要

求，设置党建引领服务（核心服务）、素质教育服务（重点

服务）、家庭服务、青少年服务、长者服务、社区发展与治

理服务（特色服务），按照新周期五年规划，打造“友善、

互助、和谐”的爱心型社区。



广州市中南街社工服务站在第一个服务周期主要以“活

力型社区”为主题服务开展；第二个周期以“学习型社区”

为主、“爱心型社区”为辅推动社工服务站服务，努力让更

多的辖区居民享受到社工服务站服务并成为服务的相互影

响和受用者。目前社工服务站已完成两个周期共计六年服

务，进入第三个周期五年服务期的第四年服务。第三周期第

一年服务以党建引领社会服务，重视党建在社会服务中发挥

的作用，在已有六年服务的基础上，推动社区居民、社区党

员、队伍、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参与社区事务，初步打造

多元共建“爱心型”社区治理格局。第二年在第一年夯实基

础之上，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推进兜底性困境群

体服务，联动重点和特色服务，使服务更加的系统化、深入

化和品牌化。第三年在前两年的基础上，深化党建引领的核

心思想，以五社联动的方式推动社区各方参与，重点关注困

境兜底人群与基层社会治理，促进多元共建“爱心型”社区

的建设。第四年在经历了“5·21”疫情防控事件后，社工

站与社区各单位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此基础上，继续在党建

引领的的核心思想下，以五社联动的工作加强社区各方参与

社区治理与困境人群服务，同时借助社区慈善基金与公益时

间银行的平台，深化“爱心型”社区的氛围。

（二）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项目年初预算数 244.8 万元，全年预算数为 244.8 万元；

全年执行数为 184.8 万元，完成预算的 75.5%。



二、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立足社区需求，多种调研方式相结合。

中南街社工服务站立足社区的实际需求，问题导向、需

求导向、资源导向多结合的方式设计本项目年的服务。在

2021 年-2022 年年度的服务中，三基础项目采用了问卷调查、

深度访谈、文献分析和经验总结等多种调研方法，对服务群

体进行分层分类，确定不同类型服务对象的需求；而党建引

领项目则主要采用文献、访谈、经验总结和问卷的方式，了

解各支部、党员和合作方在党建方面的建议和合作的方向；

重点项目则通过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式了解

居民在公民素质中环境素质的问题与需求；特色项目则是采

用经验总结、个人访谈、问卷调研的方式确定一方面延续深

化社区慈善基金的发展形成安全改造的项目，另外一方面就

旧村改造的进程中遇到文化传承的问题进行介入。

2、运用“党建引领·五社联动”为发展策略，整合社

工站六大服务项目。

第一，在本项目周期开始社工站厘清本项目年的服务

目标。继续在党建引领的核心思想下，以五社联动的工作加

强社区各方参与社区治理与困境人群服务，同时借助社区慈

善基金与公益时间银行的平台，深化“爱心型”社区的氛围。

第二，根据项目的服务目标与社区需求进行了多次的



研讨工作。确定继续以“党建引领·五社联动”135 模式的

发展策略进行项目地推进。

“1”代表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党建阵地；“3”代表搭

建的三个平台（服务提供平台、服务参与平台和资源整合平

台）；“5”则是指代五社联动（社工站、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企业、社区慈善基金、社区居委）。社工站通过 135 模

式推进有效解决社区与个人问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南

“爱心型”社区的发展。通过这个服务的策略模式，可以更

好的整合调动社区中的大部分资源与力量，一方面解决社区

或者个人的问题，一方面促进社区和提升个人的能力提升。

3、订立常态化质量监控制度，保证项目稳步推进。

一是内部质量监控。为了更有效的推动项目的服务开

展，保障各项服务的有序稳定开展，中心制定了以每周、每



月、半年为时间服务频率的推进检查规定。每周以部门会议

的形式检查部门项目的服务指标推进情况及存在的困难；至

少每 2月以质量管理和中心会议的方式对项目的进度和质量

进行监控，同时通过月总结的方式及时了解服务项目的各项

指标达成情况，每季度则会对每位同工进行绩效面谈，监督

同工的政治方向、专业伦理、价值规范、服务对象权益保护

等方面；每半年以内部自评的方式审查和监控整个站点各项

服务和检查行政制度方面，不断优化服务项目和推动服务的

进度。同时，每个项目配备一名专业督导，在督导项目发展

的同时，也监督项目的推进情况。

二是外部及时汇报。每月通过活动预告和月总结的方

式，以正式会议以及非正式会议等方式，加强与购买方和监

督方的沟通与联系，定期汇报站点的各项服务和存在的困

难，发送项目经费使用表等自觉接受购买方和监督方的监

督。同时季度通过邮件和资料报送等方式向荔湾区民政局汇

报站点各项服务指标情况。每半年接受一次专家的评估，促

进项目的深化和优化。

4、联动多方力量共同关注帮扶兜底困境人群。

针对社区中的兜底困境人群，社工站采取分类分级、线

上+线下、社工+志愿者+慈善，三种方式相结合。社工站根

据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分为 1-4 级，根据不同等级的情况，

设置不同频率的接触与服务；在线上整合了社工的“红棉守



护”热线与党员志愿者的“夕阳红”两条热线，按照服务对

象的分级进行每日、每周、每月的问候；在线下则是结合中

国传统节日、服务对象的生日和特定事件等定期进行家访和

个案服务；在资源调动方面，借助社区慈善基金、慈善捐助

点、I 志愿和公益时间银行等平台，形成社工+志愿者+慈善

的模式，针对社区困境人群作出一定的资源倾斜。

5、持续推进服务深耕下沉社区，及时跟进居民动态需

求。

为了使服务能够持续下沉与扎根社区，中心制定了一社

工一社区的沟通机制、定期的社区走访与居民会议制度。每

月向村、居委联络对接人派送月刊、活动预告等宣传性资料，

了解村、居委工作的重点以更好结合双方需求。中心开展活

动服务项目与村委、居委专干进行服务对接和合作洽谈。每

季度与村委、居委主要负责人进行正式会议，以了解双方的

服务需求以及合作的切入点，探讨双方合作点。每月会进行

在社区中进行居民会议，动态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每周社

工均需进行社区走访，与社区居民进面对面的接触，了解社

区情况、社区问题。

6、建立多级沟通机制，促进多方资源整合与共享。

社工服务站根据实际服务的需要以及总结过往的服务

经验，良好和健全的沟通机制在实际服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制定了两部三级沟通机制。两部是指内部与外部的



沟通协商机制；三级是指外部沟通机制中购买方沟通机制、

合作方沟通机制、服务对象沟通机制。

站点社工根据沟通的机制与辖区内外的资源提供方进

行沟通了解他们掌握的资源、期待和需求。在了解后，社工

通过内部的会议对各项资源进行整合和再分配，达到资源使

用的合理化和使用的最大值。同时，社工在保持与原有资源

方联系的基础上，以他们作为桥梁，联系更多新资源，以沟

通拓展新的资源。

7、积极应对各项整改，提升站点专业服务能力。

针对上次中期评估，评估专家提出的各类整改和建议问

题。主要有以下：

第一，建议社工站进一步加强精准调研，把准辖区作为

农转居社区过程中的需求，如居民传统习惯的维系、居民综

合素质的提升、拆迁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保育、社区环境治理；

进一步梳理服务的发展框架，加强服务推进的逻辑，如在打

造爱心型社区过程中，要从多元共建推进到多元共治，最终

实现多元共享的服务模式。

第二，建议社工站进一步提升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作为

有 9 年服务积累的站点，要在社区治理、社区特色服务等方

面有明显的突破，要有“项目+资源”“社区社会组织及志

愿者队伍培育+社区（居民）需求”的意识，形成项目与资

源对接，组织培育与需求满足对接的模式，并加强对项目的



总结和凝练，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中南案例，提升项目的品

牌化。

针对第一个问题，社工站在中期评估后，在重点项目的

素质教育在本项目年聚焦到社区环境治理，特色项目则根社

区的特点（城中村改造）进行了海中乡土文化振兴与记忆留

存计划的传统文化保育项目。以地区发展模式推进项目的实

施，与此同时，以中心作为平台，联动企业、政府、居民、

组织等进行服务的介入，推进多元共治的模式。

针对第二个问题，在社区特色项目中，本项目年主要有

两大部分，一部分为“我想要一个安全的家”居家微改项目，

本项目主要服务社区中困境群体，整合社区慈善基金的资

源；另一部分为“海中乡土文化振兴与记忆留存计划”，本

项目主要的资源来自于海中村本身，社工通过社区走访、对

外沟通、居民会议等链接相关的资源，培育本地的社会组织

/志愿队伍，形成项目品牌。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年共分为两个项目期指标，第一个项目期指标时

间为 2021 年 8 月-2021 年 12 月，年度协议指标具体为建档

65 个、探访 200 个、电访 1100 个、咨询个案 18 个、专业个

案 30 个、小组 9 个、大型活动 6 个、中小型活动 19 个、常

规服务 3 个，对外沟通、社区走访、社区宣传、居民会议共

165 次、志愿者服务 18、志愿者团建 3、发展志愿者 36。具



体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服务项目 协议指标 完成数量 完成比例

建档 65 65 100%

探访
居家探访 200 740 370.00%

电访 1100 1594 144.91%

咨询个案 个数 18 23 127.78%

专业个案 个数 30 30 100.00%

小组

个数 9 9 100.00%

节数 45 46 102.22%

人次 360 386 107%

大型社区活动
个数 6 9 150.00%

人次 600 4503 750.50%

中小型社区活动
个数 19 23 121%

人次 630 2204 349.84%

常规服务
个数 3 3 100.00%

人次 33 35 106.06%

对外沟通、社区

走访、社区宣传、

居民会议

服务次数 165 168 101.82%

志愿者服务 服务次数 18 47 261.11%

志愿者团建 服务次数 3 3 100.00%



发展志愿者 个数 36 44 122.22%

第二个项目期指标时间为 2022 年 1 月-2022 年 8 月，年

度协议指标具体为建档 85 个、探访 365 个、电访 1950 个、

咨询个案 42 个、专业个案 49 个、小组 19 个、大型活动 11

个、中小型活动 43 个、常规服务 9 个，对外沟通、社区走

访、社区宣传、居民会议共 275 次、志愿者服务 36、志愿者

团建 9、发展志愿者 66。具体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服务项目 协议指标 完成数量 完成比例

建档 85 88 103.53%

探访
居家探访 365 705 193.15%

电访 1950 3235 165.90%

咨询个案 个数 42 52 123.81%

专业个案 个数 49 51 104.08%

小组

个数 19 19 100.00%

节数 95 96 101.05%

人次 760 1240 163.16%

大型社区活动
个数 11 14 127.27%

人次 1200 22646 1887.17%

中小型社区活动
个数 43 45 104.65%

人次 1490 3652 245.10%



常规服务
个数 9 9 100.00%

人次 223 315 141.26%

对外沟通、社区

走访、社区宣传、

居民会议

服务次数 275 276 100.36%

志愿者服务 服务次数 36 76 211.11%

志愿者团建 服务次数 9 9 100.00%

发展志愿者 个数 66 80 121%

三、存在问题

（一）服务成效经验总结与宣传有待提升。

在这项目期间，因为受到疫情和双百的影响，所以服务

的开展与推进有一定的影响，服务从主线下转为线上线下相

结合，减少群众聚集的活动，同时，社工需要更多的时间协

助街道进行疫情防控工作，因此，社工服务的影响力有所下

降。服务形式和工作内容的改变，社工需要重新适应和调整，

所以在经验总结和宣传方式上需要有所调整和继续提升。在

下一项目年，社工将会加强社工的经验总结提炼的能力，形

成服务经验的输出。

（二）独立党支部的成立仍需进一步推进。

因为缺乏相应指导文件，申请流程不清晰的原因，在本

项目年尚未建立社工站的党支部。在接下来的时间，将继续



推动社工站党支部的建设。把社工站党支部建设成最坚实的

服务堡垒。

四、相关建议

此项目为跨年项目，项目周期为当年 9 月到下年 8 月，

项目经费支出要求严格按照项目评估进度支付，但由于

财局经费使用进度要求 8 月底使用 80%以上，导致经费

被收走。建议此项经费不受财局经费使用进度限制。

五、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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