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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温度，取决于“底线”的高

度。

教育倾斜、医疗保障、居有其屋……南

海大力推进一桩桩民生“小事”，持续加大

基本民生保障力度，兜住民生底线，确保幸

福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掉队。

唐先生在南海工作了20多年。为照

顾一家老小，他们全家六口人在石石肯社区

租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是很挤，也想

住好一点，但是负担不起。”唐先生说。

不久后，居委会带来好消息，提醒他可

以申请租房补贴。唐先生提交了申请，很

快收到当年租房补贴，每月684元。“南海

太贴心了，而且效率还很高。”唐先生说。

在南海，像唐先生一样享受到福利的

市民还有很多。为帮助更多中等及偏低收

入住房困难家庭或者个人解决住房问题，

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于2020年10
月出台了住房保障租赁补贴方案，为符合

条件的南海区户籍居民和新市民提供租房

补贴。

为了让更多人既租得起房，更买得起

房，南海区于2021年1月发布《佛山市南

海区推进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工作实施细

则》，于6月正式推出首批160套共有产权

住房，购房者只需支付60%的房产费用，即

可享受100%的住宅使用权和对应比例的

房产权，享有购买商品住房同等的落户、入

学等公共服务。

房子是如此，教育同样如此。无论城与

乡，无论本地与外地，在这里都有同等的受教

育机会。在南海，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入

读公办学校比例提高到67%。课室里，孩子

们的笑脸，让方言和地域特征渐渐模糊。

南海也坚决不让“折翅天使”们掉队，

实施残疾儿童15年免费教育，残障儿童入

学率100%；建立关爱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的制度，完善扶贫助学制度，确保南海贫困

生100%接受教育。

南海主动建立救助对象及时精准识别

机制，不折不扣落实资助重点救助对象参

保缴费政策；通过搭建平台、慈善众筹、冠

名基金多种形式发展慈善事业，支持南海

开展助医、助老、助残等慈善服务。

“来了就是南海人。”南海不断强化“党

建引领、网格直联、融合共治家·南海”，把

非户籍常住人口全面纳入有效社会管理，

实现政务服务无差异，促进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不断提升，让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

地的人，来到南海都能找到价值和文化认

同，感受家的温暖。

让所有的群众都能享受到有尊严的生

活，让更多的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

温度、生活的美好，这是南海的小康生活的

底色。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保障和改

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南海把“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全过程，让更多群

众在家门口、细微处感受到城市的温暖。

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取得实效，南海

专门拿出1.5亿元财政资金，每个村（社

区）有50万元左右的支持经费，用于为村

居、为群众办理微实事、完成“微心愿”，实

现群众“点单”，党委政府来“买单”。

为民服务零距离，件件小事暖民心。

在南海区委的统一部署和号召下，南海区

各级各部门积极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一个个生动实

践，凝聚社会各界力量，用初心使命守护群

众幸福。

四登“幸福”榜 底气来自哪？

12月30日，“2021中

国幸福城市论坛”在北京

举行，并发布2021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榜单，佛山

市南海区获评“2021中国

最 具 幸 福 感 城 市（城

区）”。继2017年、2019

年、2020年之后，南海区

再次登榜。

屡登“幸福”榜，南海

的幸福“底气”来自哪里？

是悠久的历史：未有

珠三角，先有西樵山！西

江、北江环绕，珠江文明的

灯塔之光点亮南海，照耀

湾区。

是深厚的底蕴：千年

古郡孕育出康有为、詹天

佑、黄飞鸿、叶问等一大批

时贤俊杰，粤剧、南狮、桑

基鱼塘等岭南文化精粹均

发端于此、兴盛于此。

是殷实的家底：GDP

达3178亿元，规上工业企

业3700家，年产值超200

亿元的制造业集群10个，

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是包容的文化：10年

人口增长了91万，常住人

口367万海纳百川、兼容

并包的城市气质，吸引了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

或许还有舒适优美的

居住环境，便捷的交通，

生活、工作都有满满的安

全感；

或许还有更稳定的工

作、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

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

这就是南海，一座“耐

得住寂寞，又激情焕发”，

拥有“大城资源、小城成

本”的城市。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顺应人民对

高品质生活的期待，“十四五”开局之年，南海锚定

“高品质”，让幸福生活更有温度、有质感，让南海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作一个个笑颜绽放的故事。

狮山镇罗村的刘姨与老伴都70多岁了，腿脚

不太方便，不太敢做爬窗擦玻璃这些体力活。“不过

我只要在手机上按一下，就能请人上门帮忙。”刘姨

边说边在手机“南海健康”小程序上按需下单。

很快，刘姨的订单被“南海健康”小程序的“总

后台”——南海智慧养老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接收，

并“发包”给入库的各服务商执行。这家没有围墙

的特殊“养老院”，可为长者提供家居清洁、个人护

理、送餐、康复理疗等144项服务。

南海的城市幸福感，体现在幸福养老的梦想照

进现实，也体现在“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的迈进。

“我喜欢自己读过的每一所学校，喜欢教过我的

每一位老师。”2021年南海区“有为学生”、南海一中

学生潘昀欣认为，在南海读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热爱，与潘昀欣的热情

“表白”相呼应的，是南海的无限“宠爱”：2015年
以来，南海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仅2020年投入就

达54亿元。

幸福南海，不只将视角聚焦“一老一小”。

“以后直接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开方

拿药，非常方便。”2021年，南海区在全国率先启动

“三医联动”慢病全程健康管理药学保障项目，更好

地满足了基层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住在桂城

街道平北六村的梁伟强成为首位受惠的患者。

“我是看着这里的水质慢慢变好的。”得益于

南海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发展，家住桂城的陈世晁

时常漫步在佛山水道，蓝天白云空气好，水清岸绿

生态美，这些生活中的小确幸让人开心不少。

文化是竞争软实力，也是城市发展最内在的

气质，彰显一座城市的幸福底色。

如今的南海还在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

南海体育中心惊艳亮相，先后开放的飞鸿馆、

樵山文化中心，火热建设中的黄岐文体中心、大沥

文体中心；持续举办艺术四季、公共艺术展、百村

（居）篮球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建成“十

分钟文化圈”“十分钟体育健身圈”……

“带着女儿往左走10分钟就到智慧图书馆，

往右走几分钟就是中心体育公园。”居住在大沥镇

大镇社区的范晓慧感受到了“一流”幸福感。

近年来，着眼于“幸福南海”的建设，民生投入

被南海视为刚需支出，一笔笔真金白金按时拨向

民生工程：2015年到2020年，民生投入累计达

817亿元，年均增长 10.8%，占财政支出比重

67%。每一项支出都给万千家庭送去摸得着的好

处，提升市民幸福生活的“质感”。

幸福的底气源自雄厚的经济实力：2020年，

南海GDP为3178亿元。二产占比达55%，拥有

制造业企业6.9万家，规上工业企业3700家，年

产值超200亿元的制造业集群10个。

从幼有善育到老有颐养，从劳有厚得到住有

宜居，南海以战略眼光，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

期待，在发展中不断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幸福生活无法被丈量，却时刻被感知，始终被追

求。若将“幸福”二字具象，那应该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

市，涵盖了生活之地的宜居，往来路径的通达，办事服务

的便利，精神追求的富足，机遇梦想的触手可及……

“物业来了，脏乱差的日子就到头咯！”等了33
年，位于桂城最老旧的社区之一的海棠村小区，在

2021年11月底迎来新“管家”，作为见证者，居民江

健清喜不自禁，并开始憧憬海棠村在高效、专业的现

代化物业服务企业管理下，重现“青春模样”。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关系广大居民的民生福祉，

“改”的是群众的急难愁盼，“造”的是党委政府在人

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2021年，这项工作被列为南

海十件民生实事项目。

在2021年中国幸福城市论坛上，区委副书记、

区长王勇在介绍南海时提到了“五种幸福感，富足安

康”，其中就包括安居、共治。

改造前，居民说：“回到小区，根本不愿意下楼散

步”；改造后，居民说：“开心约亲友相聚”。桂一社区

的改变，正是南海以实际行动回应诉求，以完善机制

谋长远发展，动员群众共同参与打造“整洁、舒适、安

全、美丽”城乡人居环境，让群众“住有优居”的缩影，

也是南海五种幸福感的体现。

不仅是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微改造的持续投入，

也让市民更真切地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

夏北社区宝华村、聚龙南村等整村改造通过表决；

以“短平快”为核心的交通“微改造”，舒缓了交通拥堵；

河心岛生态修复工程和城市公园计划加速推进……

微小的变化汇聚起来，就成了巨大的力量，推动

南海从乡村工业化走向城市化，也让南海人的幸福

感有了质的飞跃。

幸福南海，关注“微改造”，也关注“大格局”。

交通发展，是拉开城市框架、做大城市能级量级

的一个基础条件，有助于进一步拉开南海区位新格

局和城市空间格局，让市民的幸福生活更有“触感”。

2021年，南海交通路网建设再次迎来大爆发：

20个在建项目全年累计完成产值约12亿元。

文华北路北延线通了，南海增添一条连接广佛

快速路网的便捷干道，经常往返大沥桂城的刘浩宇

将“省”下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幸福感大大提升；

丹灶物流中心道路改善一期、二期工程启用，助

力南海成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大西南的区域

性物流中心，开建材厂的吴卓桐点赞：“路通财通，生

意更红火了”。

活力迸发的背后，是一个更加高效的南海。

模拟审批、告知承诺制、代办辅导……持续优化

服务，推动各类项目加速落地，探索实现“拿地即开

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南海持续发力。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也是一座城市的

幸福底色。

“1+7+N”新时代文明实践格局初步形成，阵地

建设有序铺开，一场场鲜活生动的文明实践活动正

融入街坊们的生活；

陈燕梅、王治勇等越来越多的“道德明星”成为

文明风向标，“关爱、孝德、树本、至善”成为南海人心

中崇高的道德准则；

广泛开展的传承弘扬好家教好家风教育实践活

动，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人们聚集到城市，就是为了更美好更幸福的生

活。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实

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程虹

文/珠江时报记者刘永亮程虹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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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首通段开通运营。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南海大道沿线建筑外立面改造工程已完工。(资料图片)

■■千灯湖片区成为南海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典范千灯湖片区成为南海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典范。。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方智恒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