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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5.12”汶川大地震后全国创建最早(2008年6月)、坚守时间最长(三年)的中山大学一香
港理工大学映秀社工站在灾区所做灾害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专业诠释。
本书指出，根据灾后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处境，灾害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应该从“紧急救助”转向“
社区重建”。

　　“5.12"汶川大地震后，面对灾区民众“生计归零”的现实，社工的迫切使命应该是推动社区可持
续生计(城乡合作等)和民众自助与互助，以践行社工“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义”的终极理念
。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将行动研究与社工本土情境有机结合的著作，对国内外灾害社会工作，乃至中国社
会王作专业的本土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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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享会上我们和妇女们一起分享其他地方的刺绣经验，这让第一次在一起刺绣的妇女们有了一次
学习的机会，同时借助这次机会我们协助董四妹澄清了大家对她的很多误会。
通过这次沟通，妇女们对董四妹的工作多了一些理解和支持。
　　第一次分享会过后妇女们绣花的积极性更高了，妇女们到处寻找好看的花样，试图让自己的作品
更丰富，有的妇女甚至走一天的路，翻过大山，回到娘家寻找更加古老的羌绣花样。
妇女们的作品越做越漂亮，绣法也各种各样，包括挑花和扎花等。
董四妹一直在绣自己两个女儿的遗画，她自己在板房里不断地琢磨和尝试，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
可以一针一线地将自己女儿的画绣出来了。
看到她尚未绣完的儿童画，我们觉得很漂亮、很有创意，鼓励她将自己的作品和妇女们分享。
　　2008年8月2日，香港理工大学的两位老师来到映秀，他们以前在云南、贵州等地发育过妇女刺绣
小组，在艺术鉴赏和组织妇女等方面很有经验。
我们就趁机把妇女们召集起来，请香港老师介绍经验并鉴赏她们的作品。
这次会议召开得很成功，有三十多名妇女和其他村民参与。
我们肯定并支持她们挖掘古老的羌绣，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现代人的快速消费心理，这样她们的作品
更具有艺术价值和销售潜力。
同时董四妹尚未完成的儿童画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称赞，得到肯定和鼓励的董四妹脸上终于露出了笑
容，她重新活跃起来，将自己探索的绣法详细地讲给姐妹们听，许多妇女都对绣儿童画产生了兴趣。
我们一方面鼓励妇女们发动自己的孩子画画，然后将画作绣出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将之前夏令营上映
秀儿童的作品交给妇女们刺绣。
这次会议之后，除了羌绣，绣儿童画成为妇女小组新的内容。
　　经过妇女们的集体合作和辛苦劳动，在小组成立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妇女们绣出了很多作品。
为了保持她们的积极性、展示她们的劳动成果，我们和成都青年会商量，计划举办第一次刺绣作品现
场收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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