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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树头下的“委员聚焦”
南海区政协“委员聚焦”第六期融媒议政活动走进九江烟桥古村，多方共商深化构建社区

养老健康服务体系
8月30日，在九江烟南村一棵百年大榕树下，政协委员、职能部门代表、社区干部、协会会长齐聚一堂，围绕

“深化构建社区养老健康服务体系”的主题畅所欲言，“夕阳事业”蓝图越描越美好。
这是南海区政协联合珠江时报开展2022年“委员聚焦”第六期融媒议政活动的生动场景。一个小时里，众人提

出一个个事关老人安享晚年的建议，探寻“老有所养”新路径，现场气氛热烈。
今年以来，南海区政协创新协商议政方式方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类似“委员聚焦”这样的活动频频出现在

南海各镇街、企业、社区、田间地头等地方，让政协协商议政更接地气，为现代化活力新南海建设贡献政协力量。

政协三年“不停步”
为破题社区“养老忧虑”寻路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养老是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都

避不开的话题。

全国“七普”数据显示，

南海区常住人口366.72万

人，其中60岁以上35.68万
人，占9.73%，十年间60岁

以上人数翻了一倍多，高龄

化趋势愈加明显。

近年来，南海区十分重

视养老事业，2015年被确定

为全国首批养老服务信息惠

民工程建设试点之一；2017
年，南海在全省率先启动建

设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2021年，“南海区养老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化专项试点”

被确定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化试点项目……

借助“互联网+智慧养

老”，南海以智慧养老综合服

务平台为“网”、机构养老为

补充、社区养老为依托、居家

养老为基础，构建“一网三

层”立体养老服务体系。

兼具家庭养老和机构养

老优势的社区养老，一直是

南海区政协关注的焦点。今

年年初，“构建立体化的老年

人居家及社区养老健康服务

体系”成为南海区2022年十

大民生实事之一。

“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

关爱明天的自己。”南海区政

协常委、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

委主任李佳华直言，自2019

年起，区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

宗教委连续三年深入区内幸

福院调研视察，并赴重庆、无

锡、济南、青岛等省内外城市

考察取经，组织医卫、人社部

门协商探索“医养结合”“养护

人才培养”等热点问题，进一

步理清南海人民迫切的社区

养老需求、提高养老服务水

平、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在李佳华看来，延续南

海区政协“一题到底”的协商

模式，今年政协再次关注“深

化构建社区养老健康服务体

系”，以期让南海区老人过上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

所医”的幸福晚年生活。

委员专家围坐榕树下
共话社区养老如何“像在家一样”

社区养老为何如此受关

注？社区养老如何“像在家一

样”？后续还需要怎样完善以进

一步提升？榕树头下，随着主持

人的“抛砖引玉”，台上的委员、

专家现身说法、建言献策。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

老。让老人有一个幸福美满

的晚年，不仅是社会长期关注

的话题，更是子女心中最柔软

的牵挂。”对养老事业颇有研

究的南海区民政局副局长朱

昌灵说。

截至2021年底，南海区

75岁以上老年人有7.91万

人，养老机构有24家，养老床

位有7000多张，社区幸福院

有256家……朱昌灵以一组

数据展示了南海养老现状，并

透露南海正在铺开建设社区

“15分钟养老服务圈”。

结合自身体验，南海区政

协委员、佛山市养老服务产业

协会会长黄劲涛直言问题：

“社区慢病管理这一块，老人

的慢病调理、复诊、用药等都

会往大医院跑，但年纪稍大的

老人行动不便，智能系统的功

能也不会用，子女就要付出更

多精力进行陪诊、陪护，这样

就会打乱他们的工作节奏，增

加年轻一代的生活负担。因

此，深化社区‘医、养、护、康’

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构建社

区养老健康服务体系仍有较

大的完善和提升空间。”

有着20多年机构养老从

业经历的南海区政协委员、南

海九江桃苑颐养院院长余梅

芳则从“人、财、物”方面提出

建议：要引导公益力量投身养

老服务，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民间社团、社会贤达等参

与助老和社区幸福院建设运

营，通过财政出一点、集体支

持一点、社会筹集一点的办法

缓解财政资金压力。

深耕基层一线的南海区

政协委员、九江烟南村党委副

书记苏结仪认为，在社区，不

少老年人虽已退休，却并不服

老，他们渴望继续“发光发

热”。而另一些年龄偏大、体

质偏弱的老年人，又希望有人

照顾。建议开发志愿者“养老

时间银行”小程序，把志愿者

为这些独居、高龄、半失能老

人提供公益服务的时间存进

“养老时间银行”，当自己或父

母需要帮助时，也可以从中支

取“被服务时间”。

南海区政协委员、佛山市

北达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主管何舒婷长期与基层

群众打交道，服务对象很多都

是老人。她建议对年满80岁
以上的老人进行养老需求评

估，形成初步养老计划，尤其

是针对有护工照顾的家庭，要

配置社区内护工或上门医疗

服务资源。

南海区政协委员、广东一

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崔嘉展认为，养老服务的需求

越来越大，人才会出现缺口，

应尽快开展相关的人才培养，

同时教育机构和社区养老机

构要做好对接。

“夕阳事业”正当时
打开“有所养、健康养”新局面

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

关爱明天的自己。针对大家

的意见建议，朱昌灵现场“答

题”，以南海养老事业的未来

回应关注。

从 2017年开始，南海

社区养老以社区幸福院为品

牌铺开建设。目前，南海建

设运行社区幸福院达 256
家，分布在各镇街，为老年人

提供生活照料服务、保健康

复服务、文体娱乐服务、志愿

服务等“一条龙”养老服务。

朱昌灵用一个形象的比

喻说：“作为社区养老主阵地

的社区幸福院，就像幼儿园

一样，老人早上过来，晚上回

去，在这里可以享受到一条

龙服务。”

“所有人到老年期都要

面临养老、医疗、照护、社会

参与、精神文化生活问题，这

关乎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朱昌灵

认为，对于老年人来说，最重

要的是“养”和“医”，其中

“养”是核心，“医”是保障，养

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围绕社区养老服务，朱

昌灵透露南海未来将新招迭

出：一是计划探索“滴滴模

式”的护理员服务，把社区家

政公司、物管等机构的人用

起来，为老人提供护理、家政

等服务，以获取一定的薪酬，

政府对其进行监管；二是社

区幸福院探索公益与收益并

存，借鉴深圳、无锡等地方，

提供“两张表”，一张是公益

性免费的，一张是收益性收

费的，精准服务老人。

养老服务是“夕阳”事

业，更是“朝阳”产业。对于

备受关注的医养结合养老模

式，根据2022年度南海民生

实事目标任务要求，2022年
底要新增医养结合床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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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南海定不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

好之托，不仅‘有所养’，还

将 实 现‘ 健 康 养 ’‘ 幸 福

养’。”现场，来自政协九江

镇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们道

出了大家的心声。 文/珠江时报记者戴欢婷通讯员叶志海麦盛彬图/珠江时报记者刘勇斌

精 彩 观 点

在社区，不少老年人虽已退休，却并不服老，他们渴望继

续发光发热。建议开发志愿者“养老时间银行”小程序，把志

愿者为这些独居、高龄、半失能老人提供公益服务的时间存进

“养老时间银行”，当自己或父母需要帮助时，也可以从中支取

“被服务时间”。

——南海区政协委员、九江镇烟南村党委副书记苏结仪

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南海要探索“滴滴模式”的护理员服务，把

社区家政公司、物管等机构的人用起来，为老人提供护理、家政等服

务，以获取一定的薪酬，政府对其进行监管，形成互助式养老模式。

——南海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昌灵

建议对年满8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养老需求评估，形成初步养

老计划，尤其是针对有护工照顾的家庭，要配置社区内护工或上门

医疗服务资源。

——南海区政协委员、

佛山市北达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项目主管何舒婷

养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人才会出现缺口，

应尽快开展相关的人才培养，同时教育机构和社区

养老机构要做好对接。

——南海区政协委员、

广东一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崔嘉展

我建议引导公益力量投身养老服务，引导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民间社团、社会贤达等参与助老和社区幸福院建设

运营，通过财政出一点、集体支持一点、社会筹集一点的办

法缓解财政资金压力。

——南海区政协委员、九江镇桃苑颐养院院长余梅芳

我希望，未来南海老人在小区内就能解决慢病就医、护

理、康疗、用药等问题，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重视。现在应该

做的是建立试点模型，一边做，一边评估，一边调整。

——南海区政协委员、佛山市养老服务产业协会会长黄劲涛

■政协委员、职能部门代表、社区干部、协会会长等在榕树头下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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