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初，经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全面梳理筛选及人大代表表决，南海区2022年十大民生实事“出炉”，涵盖医药卫生、乡村振
兴、环境保护、交通出行、文化教育等领域。

每一件民生实事都是百姓的殷切期盼，每一件民生实事都是南海以民为本的具体落实。如今，2022年已经走过一半，十件民
生实事进展如何？各相关职能部门如何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关切？

即日起，珠江时报推出“南海2022年十大民生实事半年考”系列报道，向读者介绍十件民生实事最新进展，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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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铃铃！”床头的紧急按铃响起，不超过2分钟，固定电话也跟着响
了起来，这是罗村老人梁婆婆女儿打来的电话，询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
情。原来，梁婆婆在床头按下紧急按铃后，24小时运行的南海区智慧养
老综合服务平台就会实时监控到老人情况，将信息反馈给联系人。

目前，南海正在积极推进“一老一小”民生实事项目，其中“一老”项
目以家庭病床服务工作为切入点，构建立体化的老年人居家及社区养老
健康服务体系，相关养老服务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

播种太阳……”6月21日，在西樵佳诺

国际阳光宝贝托育园，不时传出欢快歌

声。十多名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正手

舞足蹈地唱着儿歌《种太阳》，一张张稚

嫩的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佳诺国际阳光宝贝托育园是南海首

家“佛山市示范性托育机构”，设有10个
班级，提供180个托位，为0～3岁婴幼

儿提供安全专业的全日托、半日托、临时

托服务，安全、科学、规范化“养娃”，一站

式解决家长养育、教育、托育的全面需求。

该托育园总面积2800平方米，晨

检区、保健室、测评室、游戏区、亲子烘焙

室、阳光跑道亲子教室等配套设施完善。

“我们有科学规范的一日流程

SOP，满足宝宝一日成长的运动与营养

需求，在精细化的照料下搭配专业的早

期教育课程，设置合理舒适的一日活

动。”园长梁万冠介绍，除了满足宝宝有

人照顾的条件外，托育园还能满足家长

的早教需求。

“孩子3岁之前不能去幼儿园，只能

让我婆婆帮忙带，但老人家也只能照顾

孩子生活起居，如果让她教孩子读书认

字，挺为难她的。”家长马女士把孩子送

到了佳诺国际阳光宝贝托育园，“孩子谁

来带、谁来教”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一站式满足养育、教育、托育需求

为解决南海面临的幼儿托育难题，

作为“一老一小”民生实事项目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南海区副区长孔小燕在5月

31日主持召开了南海区促进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就托育行

业存在问题和综合监管、2022年托育服

务民生实事任务安排、下一步工作部署

等进行了研究。

6月15日，南海区托育服务工作现

场会在狮山召开。会前，佛山市卫生健

康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曾章康，南海区

委副书记、区长王勇等人先后来到狮山

镇的罗村德湖幼儿园、穆天子蒙特梭利

托育园、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职工

托儿所三个“范本”托育机构，分别了解

普惠性幼儿园托班、普惠托育机构及事

业单位公办托育机构的园内环境和场所

配备建设等情况。

会上，南海区卫生健康局局长邱

宇翔、教育局局长钟文川等人就“一

小”相关问题进行了发言。南海区卫

生健康局将指导各镇街因地制宜，探

索不同形式的公办托育机构建设；同

时，在托育机构登记、现存托育服务行

业整治规范等问题的基础上，将出台

普惠性托育机构试点建设有关规定。

南海区教育局将多措并举持续支持有

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规范幼儿园

托班的开设管理，增加优质学前教育

学位，以更好满足群众对优质托育服

务的需求。

目前，全区共有285家开展托育服

务业务的机构（含托儿所、营利性及其他

附带托育服务的机构），已开设托班的幼

儿园共35所，2～3岁在托幼儿约1300
人。南海正通过推动普惠性幼儿园托

班、普惠托育机构、事业单位公办托育机

构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不断满足3岁
以下婴幼儿家庭多样化、多层次的托育

服务需求。

“大力发展托育工作既是政治要求，

也是民意所指，更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要求。”王勇明确指出，到2022年年

底，南海七镇街至少各完成一家公办托

育机构建设的要求，实现不少于500个

普惠性托位目标。

同时，王勇对全区各级各部门在统筹

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设

中提出六点要求：要有胸怀国之大者的政

治站位、有找准民生痛点的责任敏感、有

开拓多元渠道的创新意识、有加强资源配

置的统筹能力、有提升质量保障的专业水

平以及要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在南海区卫生健康局、区妇联的共

同努力下，区女企业家协会、儿童福利会

已形成支持南海区托育事业发展项目的

初步方案，将发动会员投资建设或直接

举办托育机构，推动在青年女职工集中

的工业园区、企业、商业楼宇等建设职工

或普惠托育机构，服务区域内职工子女；

并以协会影响力撬动其他社会力量支

持、建设普惠托育机构，同时实施捐资捐

助和帮扶。6月上旬，南海区女企业家协

会、狮山女企业家协会共同向南海经济

开发区医院托儿所捐赠5万元支持其建

设运营。

“3岁以后的娃可以上幼儿园，那3岁之前怎么办？”“现有的托育机构
水平参差不齐，把娃送过去能放心吗？”类似问题成为时下不少家庭的痛
点、难点。

为解决市民对高质量托育照护服务的需求、缓解家庭育儿焦虑，南海
将“建设公办托育机构，创建示范性普惠托育，促进‘一小’工作健康有序发
展”纳入十大民生实事项目，并明确今后托育服务工作的目标是“鼓励公办
夯实普惠多元发展”。

智慧平台实时掌握老人情况

走进南海桃苑福利中心，大厅

内一块大显示屏格外惹人注目，这里

是南海区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依托该平台，社区幸福院及养老机构

的分布情况、日常服务情况、长者的

需求等信息一目了然，如机构养老信

息：狮山有养老机构 9家，床位数

2116张，入住长者数1632人；大

沥有养老机构 5家，床位数 1979
张，入住长者数1111人；西樵有养

老机构4家，床位数505张，入住长

者数361人……此外，还有安全监

控视频等在屏幕上随时可查看。

南海区民政局副局长朱昌灵介

绍，在机构养老方面，机构运作信息

实时纳入养老平台，推动资料数据

化、管理标准化、即时化模式的建立；

在社区幸福院方面，部门可通过平台

精确掌握区内幸福院的分布情况、日

常服务情况、长者的需求等数据。

朱昌灵表示，南海以智慧养老

综合服务平台为“网”、居家养老为基

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

充，构建“一网三层”立体养老体系，

打造养老服务新品牌，让南海老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的

幸福梦想照进现实。

“照护床位”搬到老人家中

南海推出“家庭照护床位”新型服

务模式，深受老年群体及家属好评。

家庭照护床位是指依托就近的养

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等社会资源，通

过家庭适老化改造、信息化管理、专业

化服务等方式，将养老服务机构的床

位搬到老年人家中，将专业的照护服

务送到老年人身边，满足其居家的多

层次养老需求。

2021年，南海在建成100张家

庭照护床位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南海

区家庭照护床位建设试点方案》，

2022年将继续试点建设家庭照护床

位100张。

梁婆婆今年80多岁，去年底在南

海区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上申请

“家庭照护床位”，随后工作人员上门

对梁婆婆家里进行适老化和智能化改

造，如床头安装了紧急呼叫铃，厨房等

场所安装了烟感报警器，卫生间还新

增了一字扶手等。此外，还为老人特

意配备了养老服务专用手机“小壹助

手”，24小时接听来电呼叫。

朱昌灵介绍，“家庭照护床位”是

南海正在探索试点实施的居家养老

服务项目，目前已申请完成的有130
多张床位，它能够把专业养老机构服

务和智能化养老服务设施送入确有

需要的家庭，未来将成为居家养老新

趋势。

关注养老服务核心需求

南海正在推广的“家庭照护床位”

与“家庭病床”有所不同，前者更注重

预防，后者侧重患病后期护理。目前

来看，医养结合恰恰能体现出长者们

享受养老服务时的核心需求。

近年来，南海多家医疗机构不断

探索医养结合新模式，力求为区域老

年人打造一个舒适、安全、有保障的养

老环境。在积极推进医养结合机构建

设和家庭病床服务工作方面，取得一

定成效。

作为新型社区医养结合机构的大

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可提供医

养结合床位30张；南海区第七人民医

院增加养老服务职能，实现南海区首

个“医办养”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共可

提供医养结合床位51张；南海经济开

发区人民医院托管官窑、松岗两家公

办敬老院，开创医院、敬老院“两院一

体”医养结合模式，狮山镇政府投入近

3000万元进行设施改造，预计改造完

成后可提供医养结合床位108张。

同时，在推进家庭病床服务工作

方面，目前全区共有14家医疗机构取

得家庭病床服务资质，已提供家庭病

床服务200多床次。截至6月中旬，

全区共新增医养结合床位283张。

南海区卫生健康局局长邱宇翔透

露，下阶段将与民政、医保等部门密切

协作，不断深化完善南海区“分级诊疗

构建分类医养服务体系”建设，继续探

索更高服务品质的南海医养服务模

式。同时，根据2022年度民生实事目

标任务要求，新增医养结合床位600
个，在桂城街道、大沥镇和西樵镇建设

3个新型社区医养结合型机构，切实解

决好群众高品质医疗、养老、康复和护

理更大服务需求。

推进托育机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实现七镇街公办托育机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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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南国桃园碧波湖畔打太极拳。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 摄

图说

左

在佳诺国际阳光宝贝托育园，小朋友

吃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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