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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搬迁老年群体社区融入研究--基于 J社
区的实务探索

朱海林

湘潭大学 411100

摘要：本研究探讨了社会工作在促进易地搬迁老年群体社区融入中的实践策略与效果。以搬迁 J社区为研究对象，

通过结构性访谈，识别其在社区融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怀旧情绪、社会支持网络解体、生计方式转变

和环境适应性问题。基于社会适应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本研究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介入措施，包括社区参与促

进、情感慰藉、社交网络重建和环境友好型改造。研究强调了服务设计的系统性、连贯性和创新性，以及构建长

效机制的重要性，为类似社区融入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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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介绍

1.1 社区情况

服务小区为统规统建安置小区，于 2015 年建成，

用于安置岳阳市龙窖山特大山洪地质灾害因灾毁房搬

迁户。该易地搬迁工程路径和以往大多搬迁模式一致，

均为“乡-镇”就近安置。小区共有易地搬迁户 510 户，

38 幢安置楼，2100 多人，其中老年群体居多。该安置

小区归属原搬迁地同省市的 Y镇 J社区管辖。J社区处

于集镇中心，面积约 3万平方公里，四个居民小组，1432

户，常住人口 8600 多人。

1.2 活动背景

易地搬迁是人口居住地在空间场域的转移，搬迁群

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住进了新楼房，就医、

就学、交通、就业等都便利了，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

会。而原有空间结构的变迁破坏了乡土社会中由地缘链

接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原有的互助空间、社会交往空

间、心理文化空间、娱乐休闲空间走向瓦解。尤其是易

地搬迁社区的老年人，相较于一般的老年人，不仅仅要

面临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转变，还要面临家庭

支持功能弱化、社会支持网络缺失、社区文化娱乐匮乏

等等多方困境，且相较于易地搬迁社区内其他人群，老

年人群受集体记忆、传统文化、村落情怀等影响因素更

深，也缺乏能够迅速建构社会支持网络的媒介。后搬迁

时代社区的移民融入问题本质上是以人与环境的互动

失调，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能够弥补行政

模式下政府在社区服务中对个体关注的缺乏，还能促使

社区治理模式兼具多元化和人性化。

2.分析预估

笔者以社会工作者身份参与该地区易地搬迁社区

治理服务项目，采用行动研究方法对该社区居民在社会

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进行分析研究。随机选

取小区内包括搬迁居民及社区居委会成员在内的 50 名

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结构性访谈，内容围绕移民社会融

入多个维度进行，包含搬迁概况、社区参与度、环境适

应程度以及影响融入的因素等多个方面。结合访谈结果

对该社区老年群体在社区融入的具体问题和需求分析

如下：

2.1 问题分析

2.1.1老人迁离故居，怀旧情绪无处排解。

对于重视地缘关系农村老年人而言，他们对自己生

长数十载的故土比年轻人有着更深刻的情感，村落情怀

浓厚，因天灾而导致家园被毁，被迫迁离故土后，部分

老人时常会感到陌生孤单，思念情绪无处抒发。

2.1.2邻里结构打散，原有社会支持网络解散。

据调研得知，搬入该社区居民分别来自 5个不同村

落，相邻住户之间熟知几率较低。而邻里支持是老年群

体非正式支持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迁入新社区后，

邻里关系需重新构建，社区居民在此关系网络中获得的

支持则会减少。

2.1.3原有农业生计手段丧失，消费模式较难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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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访谈得知，搬出地龙窖山片区可依靠种植农作物

满足部分生计来源，此外，因地理优势，天然饮用水资

源丰富，而搬迁后，多数居民反映，以往低价或者免费

的东西都需要购买得来。增加了部分有形支出，对于无

法创收的老年群体来说增加了压力。

2.1.4从村落搬入新型城镇社区，环境较难适应。

对于习惯村落独栋方式居住的老年群体来说，城镇

楼层式居住环境适应起来比较困难，体现在部分老年群

体因腿脚不便，在没有安装电梯设施的安置小区内爬楼

困难。此外，据观察得知，该社区目前娱乐空间相对较

小，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2.1.5社区活动开展较少，且老年群体参与度不高。

据调研得知，该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活动开展较少，

且部分老人习惯农村宁静生活，而社区集中且多元的活

动形式给其参与带来挑战。

2.2 需求分析

2.2.1个人情感慰藉需求

部分搬离故居的老年群体时常会感到空虚和孤独，

缺乏心理支持，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缓解哀思，适应自身

角色及环境的转变，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

2.2.2社交及自我潜能发挥需求

熟悉邻里关系解散，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后，老人社

交则随之减少，为避免造成老人社会隔离问题，应多与

他人互动构建起其非正式支持网络。此外，老人需要通

过参与活动或者公共事务使其继续发挥余热，增强其自

我效能感，同时增强其应对环境变迁的抗逆力。

2.2.3社区环境友好需求

部分老人因身体原因有康复需求，也有部分老人因

腿脚行动不便不适应爬楼生活，社区可根据实际情况，

增加社区适老化公共服务供给。

3.服务计划

3.1 服务目标

3.1.1总目标：

社工通过多种形式的介入以提高该社区老年群体

的对社区的信任度，增加其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解决适应难题，加快融入社区。

3.1.2阶段性目标：

1）通过走访慰问、开展公益活动等初步建立老人

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在此基础上，逐步培养老人参与

社区活动的兴趣，再进一步加深其对社工和社区的制度

信任。

2）通过举办适切性强的活动，提高老年活动参与

度，搭建多种沟通互动平台，增加社区邻里、居民之间

的互动，增强社区凝聚力。

3）开展社区技能型学习小组或者老年课堂，丰富

社区老年群体的休闲娱乐生活，同时通过学习，在锻炼

思维的同时，增强其自我效能感。

4）链接多种人际资源，进行形式多样的情绪疏导，

提高对搬迁老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度。

5）完善适老化环境改造以及建设文明和谐社区。

3.2 介入理论

3.2.1社会适应理论

社会适应理论关注个体在面对生活变迁和环境变

化时的适应过程。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社会环境发

生变化而改变，以适应所处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物质

与精神需要都只有在社会适应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较好

的满足，因此能否适应社会，对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在易地搬迁的情境下，老年群体面临新的社

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社会适应理论提供了理论框架，帮

助解释老年人在适应新环境时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调整。

3.2.2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个体社会支持网络与其环境适

应力间存在正向关联，即个体的环境适应力随其社会支

持网络的扩张而不断强化。尤其是对于社交网络能力相

对较弱或社交网络资源匮乏的个体，易地搬迁可能带来

社会孤立感和适应困难，社会支持理论提供了关于社会

支持对老年人融入的关键作用的理论支持。强调社交网

络、邻里关系和社区支持有助于减轻老年人的适应压力。

3.3 介入策略

针对该社区老年群体在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需

要，社会工作者将采取活动开展、资源链接、社区联动

等多种策略开展介入，具体安排如下：

1）社工入户走访慰问+动员，初步获得老年居民信

任。

2）开展多元社区活动，搭建沟通互动平台。

3）挖掘社区老人领袖及积极分子，初步培育社区

自组织。

4）链接资源，构建及强化社区老年群体的正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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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支持网络。

5）社工联动社区居委会，为有环境改造的老人完

善适老化设施供给。

4.服务实施过程

4.1 前期阶段

经调研得知，该社区居民在原居住地未曾接触过社

会工作服务，且老年群体提防心理较强，为了提高接下

来一系列活动居民的参与度，使服务能够顺利开展，在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社工对社区老人进行上

门慰问，在慰问过程中，社工与老人们亲切交流，向老

人们介绍此次来意，深入了解其对于自己未来社区生活

的期盼，以及他们对于活动的具体期待，并向其发放带

有社工印记的纪念品，拉近距离，加深印象。

4.2 中期阶段

4.2.1多元活动连开展，增加互动促共融。

经前期阶段的走访慰问后，社工与社区老人们已经

初步建立了信任关系，根据社区老人在融入方面存在的

问题，结合他们对于活动的期待，社工在社区为老年群

体开展了 7场社区主题活动，具体如下表所示：

社区活动开展安排表

场次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1 尖山社区象棋 PK赛 2023年 4月 2 日 羊楼司镇尖山社区活动室

2 社区义诊活动 2023年 5月 10日 羊楼司镇尖山社区广场

3 七一社区座谈会 2023年 7月 1 日 羊楼司镇尖山社区活动室

4 垃圾分类环保活动 2023年 8月 4 日 羊楼司镇尖山社区广场

5 七夕公益摄影活动 2023年 8月 18日 羊楼司镇尖山社区

6 反诈禁毒宣传活动 2023年 9月 8 日 羊楼司镇尖山社区活动室

7 中秋游园会 2023年 9月 27日 羊楼司镇尖山社区广场

1）活动内容：活动涉及休闲娱乐、环保宣传、安

全意识培养、共迎传统节日等多个主题，与社区居民的

日常生活及精神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开展活动初期，社

工在社区微信群和社工站公众号进行宣传，发布活动时

间、活动流程及地点。活动前一天对活动志愿者进行培

训，以确每场活动顺利开展。每场活动根据活动大小配

备工作人员，最少会配备 4名社工和 1名志愿者。活动

内容大都以知识竞赛和动脑小游戏的方式展开，评选出

获胜者为期发放奖品，为参与活动人员发放纪念品。

2）活动目的：通过活动的开展，首先，能够促进

老年居民之间的互动，结交社区好友，从而强化其非正

式支持网络。其次，能够丰富老年群体的娱乐生活，帮

助部分老人脱离孤独沉闷的环境，提升其晚年幸福感。

最后，部分活动的开展能够使老人从中获得自我效能感

和心理支持。

4.2.2学习小组添乐趣，助力培育自组织。

社区自组织可以提升社区居民的自治水平，弥补社

区公共服务之外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社工以

开展学习技能型小组活动为契机，招募有学习欲望、对

老年生活有较高期望的老年成员，成立学习小组，比如

阅读小组、竹艺小组、手工小组和种植小组等，在小组

开展过程中，成员们不仅可以学到新技能，充实老年生

活，还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形成较强的信任关系，

为社区自组织雏形构建打下基础。

4.2.3资源链接聚合力，携手共迎新生活。

针对部分孤独感较严重的独居老人，社工通过链接

暑期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开展“手牵手，心连心”行动，

制定详细服务计划，定期上门与老人聊天，提供心理支

持，为社区独居老人送去温暖与陪伴。

4.3 后期阶段

此阶段居民们对于社区和社工组织已有一定的信

任基础，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提升，参与社区

公共实务的积极性有所提高。社工通过号召居民共同参

与到“和美乡村”建设计划中来，共同遵守社区规范，

维护公共卫生。同时，社工搭建意见反馈平台，建立“尖

山社区居民意见反馈群”，及时对居民需求作出回应，

让服务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此外，社工作为媒介，

向社区居委会反馈居民的提议之后，适合老年群体的公

共娱乐休闲设施已经投入建设中。

5.总结评估

5.1 评估方法：

问卷调查法、访谈法



2024 年 1 卷 2 期 聚知刊出版社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JZK publishing

- 139 -

5.2 评估内容：

对社会工作者态度和表现的评估、对活动形式满意

度评估、对社工介后老年群体融入成效评估。

5.2.1对社会工作者态度和表现的评估

98％的社区居民对社工的服务态度和表现表示非

常满意。社工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扮演者支持者、鼓励者

的角色，耐心倾听，充分考虑搬迁老年群体的问题和需

求。

5.2.2对活动形式满意度评估

通过各个活动的满意度反馈表调查发现：81％的社

区居民非常满意活动形式和效果，14％的社区居民满意

活动形式和效果，４％的社区居民满意活动形式和效果，

0.8％的社区居民对活动形式和效果表示一般。

5.2.3对社工介入后老年群体融入成效评估

对社区的认同感提升情况：通过访谈，多数老人表

示通过参与一系列社区活动，能够感受到社区对自己的

关怀和照顾，认为自己是该社区的一份子，社区有需要

希望能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个体社会支持网络构建情况：通过对参与小组活动

的成员们跟进访谈得知，小组成员在小组结束后，仍然

保持密切联系，进行学习交流，构建了新的社区支持网

络。此外，经常参与社区活动肖叔叔表示：“每次一有

活动我就叫上我的邻居们一起，我喜欢有人陪我一起去，

现在我们邻里关系可好了！”据此可知，通过参与社区

和小组活动，社区老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构建和强化。

对社区环境及生活方式适应情况：访谈到的 20 个

老人均表示，随着多个公共设施和休闲场所投入使用以

及时间的推移，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该社区的环境。而且

习惯了这种的生活方式。

6.专业反思

6.1 服务开展多元化，同时应注重系统性和连贯性

社工以整个易地搬迁社区的老年群体为服务对象，

以个人帮扶、小组活动和社区活动等多元的形式开展服

务，能够更加全面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解决问题。

但是对于周期较长的服务而言，在注重多元全面的同时，

也应该注重服务开展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受政策环境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服务过程中需要不断对服务对象的

需求进行评估，避免服务与需求脱节，更加精准地达到

总体目标。

6.2 服务设计适切性较强，但缺乏创新性

服务中包含 7场社区活动，活动围绕该社区老年群

体的需求、爱好特长等多个主题开展，能够激起老人们

的活动参与兴趣，提高活动参与度，达到互动的目的。

但是，在活动内容设计部分，受调研深度、老年群体知

识及活动水平影响，活动内容不够新颖独特。可以以羊

楼司镇竹器之乡的文化品牌为依托，在社区活动中融合

竹器文化，从文化认同角度切入，营造社区文化为主题，

以实现融入目的。

6.3 短期服务成效明显，但应加入持续性考量

通过多角度多层次服务开展，多维度评估得知，该

易地搬迁社区老年群体在融入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效，但

是融入问题涉及个人心理、环境、政策等多个方面，它

需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需要长期不懈的反

复研究实操，才能构建起搬迁老年群体社会融入工作的

强大生态，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才能推进老年移

民社会融入不断迈向新阶段，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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