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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微不至保民生 谋得春风入万家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

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

南海区从 2012年开始实施残疾

人生活津贴制度普惠政策，对持证残

疾人按残疾级别每月发放 50至 200
元的津贴，发放标准一直延续至今；从

2013年开始，将高龄津贴范围扩大到

70周岁以上户籍老人；从 2018年开

始扩大分类救助对象的范围，将一户

多残、老残一体以及监护人无经济能

力的残疾人员、重度残疾人，纳入分类

救助对象范围……

截至目前，南海高龄津贴、低保

金、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这“三项津贴”正惠及超 15万

名群众，保障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为了关爱特殊群体之一的流浪乞

讨人员，2018 年南海区救助站“开

站”，除了为受助者提供临时食宿、返

乡乘车凭证、护送返乡等帮助，部分受

助人员由于精神、身体等原因，无法说

清家庭地址，救助站会综合运用失踪

人口比对、DNA比对等多种途径为这

些无法回家的“无名氏”寻亲。

保障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美好生

活需要，也是南海民政的重点。以“帮

扶一个人，助力一个家”为社会责任，

南海建成10间社区康园中心，在家门

口为残疾人提供托养、康复、就业、休

闲“一站式”服务，形成独具南海特色

的社区康园网络，满足残疾人就近享

受康复救助政策的需求。

基于残疾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

少，南海区残联与区劳动就业服务中

心联合热心企业，为残疾人搭建就业

双向选择平台，促进有劳动能力和就

业愿望的残疾人就业。单是 2018年

就举办现场招聘会 14场，提供岗位

650个，发放残疾人就业补贴、奖励约

2235万元。

家住里水的阿华，是一名智力残

障人士。以前的他对生活不抱有希

望，可现在他在佛山市南海明慧玩具

有限公司上班，成为重点栽培的组

长。阿华感慨道：“政府帮我

们自信地融入社会，让我们

获得实在的幸福感。”

如今，南海民政坚持精

准施策，“不放弃任

何一个群体”，全面

兑现承诺，织密扎

牢民生保障网，兜

底保障的阳光

雨 露 覆 盖 广

泛，质感温暖。

智慧养老

“一网三层”守护长者幸福晚年
最近两个月，家住里水镇

金溪社区的谭伯，每月按时在

微信小程序“南海健康”申领

500元“电子老友券”后，线上

下单上门擦玻璃服务，觉得挺

便利。谭伯儿女不在身边，老

伴多病行动不便，家务活让他

们分身乏术。

“以前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政府会购买服务送上门，现在有

了电子券，随时在网上选择服务

项目，更方便了。”谭伯笑言，在

南海安享晚年，好满意，好幸福。

谭伯口中的“电子老友券”

正是2021年12月南海在全

省首个将政府居家养老服务补

贴以电子代金券形式充入老人

账户，老人可通过手机App或
小程序一键申领，线上下单享

受医疗、家政等144项服务。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南海区户籍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超26万人，常住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5万人。

近年来，一直走在全国前

列的南海智慧养老服务为老人

们带来了不少便利。2017年
南海在全省率先建设智慧养老

综合服务平台，打造线上线下

互联互动的养老“O2O”新模

式，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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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南海发布《南

海区养老服务三项清单（2021
年版）》、南海区养老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化专项试点养老服务

标准体系，以“标准+清单”服务

优化养老资源配置……

借助“互联网+智慧养老”，

目前，南海以智慧养老综合服

务平台为“网”、24家机构养老

为补充、251间社区幸福院为

依托、居家养老为基础，以及

15分钟线上整合线下服务的

养老服务圈，构建“一网三层”

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

“十四五”时期，南海区将

继续建设普惠型养老服务体

系，形成兜底供养有保障、普惠

养老能满足、中高端市场可选

择的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发展

壮大养老服务产业，推动养老

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打

造具有南海特色的“事业+产
业”全生态链养老体系，响应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

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的

着力解决老年人的“急难愁

盼”，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

化需求的要求，切实增强老年

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进

入新时代，人民充满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民政作为社会建设

兜底性、基础性工作的特征比

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鲜明，南海

民政必将顺应人民新期待，把

握时代新趋势，以更加务实的

态度，坚定执着，砥砺前行，谱

写为民爱民新篇章。

文/珠江时报记者 戴欢婷通讯员 吴婉珊区可欣

图/珠江时报记者 方智恒黄梦灵

基层治理

以“创熟”三年行动创新社会治理

兜牢底线

织牢织密民生网
“不放弃任何一个”

■里水镇大步社区新乡贤文化促进会搭建议事协商平台，调动新乡贤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

最近一段时间，里水镇中

恒海晖花园的梁娟一改往日烦

恼，每天带着孩子到小区玩耍，

不再担心在小区散步被狗咬，因

为小区融和圆桌议事厅制订了

《小区文明养犬公约》，规定业主

遛狗时间段。

2021年，中恒海晖花园利

用闲置“垃圾房”改建成“融和圆

桌议事厅”，整合业主、业委会、

党员、楼长、居委、物业等代表多

方参与，搭建小区居民议事协商

平台，建立健全“创熟”工作机

制，有效推动了小区业委会、业

主解决烦心事。小区业主根据

《居民公约》，既履行着监督义

务，也充当社区建设的“参与者”

和“主导者”。

一纸一约，看似微小，却让

小区“创熟”工作凝聚起自治力

量。这改变的背后，正得益于由

南海区民政局牵头出台的《南海

区“创建熟人社区”三年行动计

划(2021—2023年)》，有力推

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在快速城市化大潮下，曾

经“烟火气”十足的邻里情似乎

越来越淡，街坊彼此不熟，给社

区治理带来挑战。而“创熟”行

动将重建社区“圈子”，探索有南

海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新格局，把“我和你”变为“我

们”。

2021年，桂城平东社区、

九江儒林社区、大沥嘉怡社区、

里水金溪社区等20个社区成

为南海首批“创熟试点社区”。

西樵樵华社区活用辖区内的6
间“红房子”，挂上党员活动室、

社区融合之家等牌匾，为居民提

供活动、讨论社区事务场所；狮

山罗湖社区盘活物业，搭建起8
家“邻里中心”，促进社区居民间

的沟通与共融；丹灶金宁社区落

实日常激励、定期激励、年度激

励机制，推动邻里互助志愿服务

助力“创熟”工作可持续、高效发

展………

2022年，70个城市社区

全面铺开“创熟”工作，并不断向

农村社区延伸，确定了10个农

村试点社区，重点发掘农村社区

新乡贤、慈善募捐、乡贤链接资

源等方面的力量，探索农村社区

治理的新路径和实践方式。

南海区民政局局长陈的表

示，未来将把“创熟”作为社区治

理品牌的中心，全面整合党群服

务中心、创益中心、社区幸福院

等平台资源，联动政府、企业、乡

贤、慈善等多渠道力量，以民政

综合体的力量推动基层善治。

凝聚基层善治力量，南海

民政还建立7个镇（街道）社工

站，141名“双百社工”联结17
支志愿服务队伍，摸底区内困难

群众和特殊群体21399人，提

供社工服务16400人。

而作为政府职能在社会领

域的“毛细血管”，从2012年至

今，全区登记成立的民办社工服

务机构达 49家，持证社工达

5311人，每万人持证社工数达

14.28人，社工人才成为推进

基层社区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

基层政权、养老服务、社会福利、
社会救助、婚姻殡葬、区划地名、慈善
捐助……民政工作包罗万象，关乎民
生，连接民心，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
面，低保家庭的柴米油盐，特困供养人
员的冷暖起居等，民政人都挂念在心。

回首不平凡的十年，南海民政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认真践行“民政为
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走出了一条
与南海实际相结合，具有鲜明特色的
民政事业发展道路，交出了一份有温
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并在全国创下
多项“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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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成为全国首批
开展“救急难”试点的城市、“创熟”工
作成为民政部社会治理深度观察点、
全国首个县级社会组织征信系统南海
上线………

全国首批

2014年，南海成为全国首

批开展“救急难”试点的城市，建

立起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信息共

享机制、群团组织信息共享机

制，并动员社会力量设立基金等

新品牌

2016年，南海区以“三社

联动”模式获评“全国社区治理

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实现“群众

点菜、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社

区公共服务模式

率先启动

2017年，南海在全省率先

启动建设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

台，是全国首批养老服务信息惠

民工程建设试点之一

最高荣誉

2019年，南海民政被国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

授予“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

称号，是当年佛山市唯一获得此

称号的民政部门

佛山唯一

2020年，“佛山市南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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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山唯一

深度观察点

2021年，南海民政发布

《南海区“创建熟人社区”三年行

动计划》，“创熟”工作成为民政

部社会治理深度观察点

十年·大事记

■南海区打造24小时运行的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民 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