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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柳依然

通讯员 陈思钰

“怎么样，最近身体如何？”

阴天，空气泛着寒意。李佳穿着

灰白色的羽绒服，站在杭州江干区某

社区的小路上，操着一口杭州话，与

路过的一对夫妻聊天。

夫妻俩已过中年，微微发福，围

着李佳很是热情。

“女方身体不好，男方是肢残人士。

他们是低保户，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

告别了两人，李佳向钱报记者解释。

一旁的 3 幢和 10 幢两幢单元楼，

是政府的廉租房，里面住着一百多户

低保家庭，有的人残疾、有的人重病。

李佳，是这个社区的帮扶救助

员，工作就是为他们争取社会救助。

2014 年遇见之后，李佳和这对夫

妻之间的故事已延续了7年。

在杭州，有很多和李佳一样的帮

扶救助员，仅江干区就有177名。

这个冬天，我们走近了他们。

工作中，他们被骂过、被扔过酒瓶

但收获更多的是“谢谢”、是锦旗

社区帮扶救助员
“我的工作是有温度的”

闹起来砸酒瓶
态度强硬的住户终被感化

这是李佳例行上门访问这些特殊人群的一天

——对于一些独居的重病者，社会帮扶员需要经

常上门，才能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并帮忙救助。

“李大哥，买好菜了？酒要少喝，对肝不好。”

在10幢单元楼的阶梯前，李佳对着一位提着菜篮

子的大伯喊。大伯熟稔地回应李佳的问好，像多

年的老熟人。

“你们关系很好吗？”记者问。

“‘有困难，找李佳’——反正，他们都知道

我。”李佳笑着说。

再回头看，李佳一开始在这里开展工作，并不

是那么顺风顺水——

入职第一周，就在下班前 10 分钟，一位中年

男子气势汹汹上门讨要 1000 元救助金。他已经

上门好几天了，但不在政策救助范围内。

他买了两瓶白酒一包花生，坐在社区门口喝

了起来，“那几个小时里，我和他聊天，和他平心静

气地讲政策。好好谈心的时候有，但他骂人、闹起

来砸酒瓶的时候也有。他的态度很强硬，就是想

要 1000 元。我们也很坚决。之后也许是被我们

苦口婆心感化了，他再也没有来闹事。”

有些上门求助的人，一个劲诉苦，有些人开口

就骂人⋯⋯在岗位呆了 7 年，什么样的人李佳都

见过，他说，他都能理解，“他们中，大多数人文化

水平不高，有时候不讲逻辑，但确实生活不如意。”

这是李佳多年工作总结的经验，“只要你真关心他

们、帮助他们了，慢慢地，他们就都能理解了。”

更多时候，生活困难的住户都知道是谁为他

们争取保障，有谁在关心着他们。如今，李佳的办

公室前挂满了感谢的锦旗。李佳开心又苦恼，“我

让他们不要送了，做一面旗子也得花钱呀。”

最上面的一面锦旗是今年 7 月挂的，是

受助对象王大伯嘱托邻居送的，上书“真情

助人，扶危济困”。王大伯今年因重病

不治去世，在他生前，一直是李佳帮

助他就医、负责到了他生命最后。

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故

事。听到“谢谢”两个字的时候，是

李佳最开心的时刻。

情急之下垫付2000元
不肯住院的孔大伯终获救

在生活困难的家庭，大多数重病者并不喜欢去

医院，有些规定病种的特效药不在医保范围内。

“去年除夕，我送一个大伯去医院。当时，我已

经下班了，他倒在小区门口。岗亭保安给我打电

话，我匆忙打了车把他送到了医院。”李佳讲了一个

故事：这是 59 岁的孔大伯，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晚

上。第二天大年初一，却自己跑回了家。社区再次

将他送往医院，孔大伯又跑回了家，“他就觉得自己

没病，医药费又费钱，不肯住院治疗。天多冷啊，他

就躺在家里。我让每天值班的社工都过去看看他，

给他买点粥和馄饨，也告诉晚上值班的保安不要关

他的门，至少得保证两小时看一次。”

直到大年初六，社区书记前去查看情况的时

候，发现老人陷入了昏迷。察觉情况不对，李佳直

接拨打了 120，陪同老人去了医院。医院一开始

提出“没有家属”，李佳回了一句：“我社区不是来

人了吗？”

化验、检查、付费、抢救⋯⋯医药费来不及报

备，李佳就先行垫付两千元，最后，老人抢救回来

了。

“病危通知单下了3张。医生说，再晚一点送

过来，人可能就没了。”时隔快两年，李佳回想起来

仍然很庆幸。

帮扶救助员的确是在“用脚步丈量民情”，居

民们平时在做什么、身体状况怎么样，这些信息都

要通过切切实实的观察、询问、走访才能获得。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活学活用”，是社工的

必修课。大多数时候，申请救助的困难人群并不

知道自己能得到多少救助，也不知道自己需要哪

些材料。这时候，李佳就会和他们说明情况。听

了解释以后，所有人也都能认可，“我们要提前看

问题，每个人都是一个个案。根据他们的情况变

化，制定不同救助方案，争取最大限度的救助。这

个层面上，我们可能是最了解他们的。”李佳说。

工作很琐碎有时被误会
但这份工作是有温度、炽热的

其实，李佳决定在社区工作的理由很简单

——离家近，只是他没想过，会当一个帮扶救助员。

小小一个社区，但家家户户情况复杂，工作量

大又千变万化，什么都得会一点。工作7年，身边

的社工有留有走，但李佳坚守了下来。

有些工作很琐碎——

“你是没看到过，有段时间夏天遛狗的时候，

一下子冲出好多条。”李佳描述了这么一个场面：

这是小区里养狗最“狂”的时候。狗多了，造成了

几起咬人事件，社工居民都深受其扰。

有时候也会被误会——

“有些人看病的时候，医保使用出现了违规问

题被冻结，他们拿不到救助，就非得说是我把他们

卡住了。”但现在提起这件事，李佳也不生气了：“现

在想想，我做好应该做的事，问心无愧了就好了。”

但这份工作更是“炽热”的——

“有时候加个班，就能把他们的事情办好。于

我，可能只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对他们来说，可能

真的是万分紧急的事情。”李佳说。譬如，帮助遭

遇屋内火灾、带着五岁孩子的王大姐走出困境，李

佳第一时间向街道申请启动民政临时救助“救急

难”先行救助程序，当天就把一笔救助款交给了王

大姐；又譬如，帮助精神三级残疾且患有神经性梅

毒的倪师傅，在李佳的沟通下，倪师傅受益于江干

区临时救助政策，大大减轻了看病的负担。

“我的工作是有温度的，或者说不仅仅是有温

度，它更应该是‘炽热’的。”李佳说。

李佳在走访辖区内居民

李佳办公室墙上的锦旗

辖区内居民说起李佳都很开心

李佳在工作中

李佳在走访辖区内居民李佳在走访辖区内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