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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2017 年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2565 万元用于补助欠发达

地区实施“双百镇（街）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五年计划”项目。

项目资金用于资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含惠州、肇庆、江门市

台山市、开平市、恩平市）的乡镇、街道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为特殊困难老年人、困境儿童、残疾人、城乡低保对象、农

村留守人员、优抚安置对象等人群提供服务。本项目采取项

目申报的方式，重点支持中央苏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县，

综合确定分配方案。申报阶段共收到粤东西北地区各市和惠

州、肇庆、江门共 15 市申报项目 200 个，用于购买社工服

务。按照 2015 年 3 月省公安厅《广东省二〇一四年度人口

统计数据》，2万人以下人口的镇（街）购买 3名社工，2万

至 7万人的镇（街）购买 4-5 名社工，7万以上人口的镇（街）

购买 6-8 名社工，每名社工人力成本为 5万元的标准核定购

买经费，省级资助 60%购买服务经费。项目经费合计 2565 万

元，共资助 200 个镇（街）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等级和分数。

通过对 15 个地市 200 个社工站该项资金“镇（街）是

否专账核算”、“是否进行过财政监督检查或审计（请提供监



督检查或审计报告）”、“是否超范围、标准支出（如有附件

说明具体情况)”、“自查违规金额（如有附件说明具体情

况)”、“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有附件说明具体情况)”等

5个方面的收集统计，自评优秀，评分为 100 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项目经费 2565 万元分别全额下达拨付给 200 个社会工

作服务站所在的镇街，资金拨付支出 100%。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1）聚焦民政，补齐基层民政服务力量不足的短板。

近千名“双百社工”聚焦民政主业，扎根社区、走家串户，

摸清民政对象，落实民政政策，链接服务资源，为特困人员、

低保户、优抚对象、困境青少年、残障人等民政对象提供专

业服务，把工作做到民政对象邻里、家里、心里，有效地推

动了民政工作理念、方法的转变，提升服务水平。同时，“双

百社工”在省厅开展的敬老院整顿、留守儿童关爱、低保对

象核查等民政专项工作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2）促进平衡，推动粤东西北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

“双百计划”带动粤东西北增加社会工作经费投入 4000 多

万元，年总投入资金达 8000 多万元，相当于粤东西北前十

年的投入总量。“双百计划”的做法得到各地认可和借鉴，

如阳江市民政局参照“双百计划”的做法在全市每个镇(街)

设置 2个民政社工岗位，进一步提升民政工作专业化水平。

清远凤城街道增招 15 名社工组建服务团队，统筹做好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

（3）普及理念，培养一支本土化社工人才队伍。“双百

计划”招聘的人员中，本地人员占 98%，有利于稳定和培育

本土人才。“双百社工”用自身行动广泛宣传社工理念，提

高社会工作知晓率，从老百姓的口中“传销的”“省里来调

查的”到“他们是社工”“他们是做好事的”的转变，充分

体现社会各界对社会工作的了解和认同。

（4）融入大局，推动各地进一步认识社会工作在社会

治理中的作用。“双百社工”扎根村（居），聚焦民政对象，

服务精准，成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骨干力量。培育社区组

织和社区积极分子，参与公共事务，增强群众对社区归属感

和认同感，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双百计划”进一步提高各地对社会工作在改善和保障民生，

加强社会治理中作用的认识。

（5）大胆创新，为我省社会工作改革提供了实践依据。

一年的实践证明，“双百计划”有以下特点:一是经费更节

省。以前各地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成本一般是 1名社工年 10

万元。“双百计划”将人员工资和活动经费、督导培训经费

分开，投入成本每人每年约 6.5 万元，节约 35%的经费。二

是队伍更稳定。以往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机构多数忽视一线

社工的待遇，社工流失严重。“双百计划”将资金重点用于

保障一线社工的待遇，人员相对稳定。940 名社工中离职的

有 77 名，离职率为 8%，比全省平均数低了近 20 个百分点。

三是成效更明显。“双百社工”聚焦民政对象，以需求为导



向，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

解决社会问题。工作的重点是摸准服务对象，开展需求评估、

落实福利政策、提供专业服务，提升了公共服务管理水平，

成效更加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