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托资源和政策优势，狮

山社工站将继续深耕为民服务

的“田野”。

2023年下半年，狮山社工

站将聚焦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贫困家

庭、残障人士、困境儿童等群

体，持续开展特色入户探访和

跟踪服务。同时，积极链接政

府和社会资源，为兜底对象提

供派药、发放生活物资等服务，

促进兜底民生服务从“兜得住”

向“兜得好”跨越。

狮山社工站还将全方位推

动社工站“创熟”工作全覆盖。

以“双百”社工为纽带，凝聚党

员、楼长、志愿者、社会组织等

多元主体，尤其是新乡贤、老干

部和老党员的力量，发挥好党

建引领、社工指导、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作用，让“创熟”活

动更接地气、更有特色。另一

方面，本年度将实现“创熟”服

务阵地和“创熟”服务点在城市

社区全覆盖，并争取完成农村

“创熟”试点社区选取工作，培

育一批农村特色“创熟”精品项

目。

为提升社工队伍的稳定

性、专业性，狮山社工站将继续

开展社工系列培训课程，完善

“双百”跟踪培养机制，建立基

层治理领域的“创熟”项目库。

其中，“双百”社工以团队小组

为单位认领“创熟”项目，不断

提升“双百”社工实操能力。

此外，狮山社工站还将引

导各片区社工点因地制宜打造

项目品牌，探索“双百工程”发

展路径，推动狮山镇社工站专

业服务高质量发展。下半年，

狮山社工站将积极打造有较大

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品牌项目，

如狮中陈洞村志愿者培育基地

营造计划等，增强品牌项目特

色成效，促进狮山镇社工站向

专业化、品牌化发展，让试点变

示范、示范变推广。

“一切项目和服务都是为

了群众，狮山‘双百’社工就是

要把为民服务做到‘最后一

米’，走村、入户、到人，让群众

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

温暖。”苏雪怡表示。

夜间经济的活力，是城市活

力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城市的

魅力所在。

如何做好规划和管理，完善

配套设施和服务，优化夜间经营

场所环境，让经营者有序经营，

让消费者安心、放心，是摆在城

市管理者面前的必答题。

创新管理模式
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印发

的《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

消费的意见》中，首次将打造活

跃的夜间商业和夜间市场作为

目标，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交

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

部多方参与负责，共同推进夜间

消费优化，释放城乡消费潜力。

在南海区中心城区桂城，既

有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千灯湖片区，又有特别接地气、

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夜间市集如

万达夜市、夏北聚龙北夜市等。

这些夜市，延长了经济活动

时间、增加社会就业机会的同

时，又促进消费，满足了群众多

元化消费的需求。但若管理不

善，随之会带来“副产品”，如占道

经营、油烟污染、噪声污染、影响

环境卫生等，给市民生活造成诸

多不便，还影响着城市的文明形

象。

为避免不规范的经营行为

出现，被喻为“蓝朋友”的桂城综

合行政执法办执法人员把满足

民生需求、助力经济发展作为城

市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提前介入，并创新管理模式，以

“疏”为主、“疏堵”结合的原则，全

力配合多个夜市摊点做好管理

和服务。如在万达夜市开市之

前，桂城综合行政执法办灯湖中

队为万达夜市的立项和开展提

供了有关市容秩序、市容卫生等

指导意见，并在安全生产和食品

安全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探索、

形成了由万达夜市主办公司具

体负责日常性经营管理、由桂城

综合行政执法办协助日常监管

的管理模式。

目前，万达夜市出摊数量已

达 50 个，摊位经营类型包括食

品、服装、饰品、手工艺品等。除

了固定招商外，主办公司还积极

引导流动商贩“入市”，满足了部

分流动商贩的实际经营需求，其

中包括两名残疾人士。

万达夜市经营两个多月以

来，桂城综合行政执法办灯湖中

队执法人员不断规范夜市经营，

联合多部门依法处理噪声夜间

扰民及其他占用公共空间等不

文明现象，并结合节假日人流量

剧增等情况，为夜市周边提供巡

查保障等服务。

万达夜市管理模式的探索

和实践，让桂城烟火气更浓，夜

间经济发展更具活力，开创了城

市经济效益和市容环境社会效

益双赢的局面。

平衡秩序与活力
“小地摊”里藏着大民生，贩

夫走卒，引车卖浆，“小地摊”“路

边摊”自古以来就存在，它是市

井生活的生动写照、谋生场所。

今年 4 月，经济观察报以

《“上海摊”有序回归上海滩》为

题，报道上海近两年来不断鼓励

“人间烟火气”的回归，外滩枫径、

安义夜巷、凯田路夜市及商业体

沿街外摆位等特色商业形式不

断涌现。摆摊也在逐渐正规化、

合法化。

秩序与活力之间，该如何平

衡？桂城综合行政执法办早有

答案：注重统筹经济发展、市民

需求、城市管理三者之间的平

衡，推动“地摊经济”良性发展，继

千灯湖便民岗亭和万达夜市后，

再设夏北聚龙北夜市。

桂城综合行政执法办和夏

北聚龙北夜市地块承租方通过

统一划定经营摊位场所、统一规

范经营时间、统一制定相关卫生

要求等，在不影响城市管理的前

提下，让“地摊经济”与满足群众

生活需求并存。

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大家

共同维护。从上月起，桂城综合

行政执法办配合承租方开展摊

位设置、抽签、协调等工作，按照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通过抽

号确定摊点，并积极开展爱国卫

生宣传，要求摊点经营者做好卫

生清洁、有序经营。同时在夜市

经营时段，定时开展执法巡查，

确保及时发现和取缔各类违法

行为，维护经营秩序。

功夫不负有心人，以前闲散

脏乱、阻碍通行的“黑点”，变身为

如今热闹的夏北聚龙北夜市，满

足了超80个经营户摆摊经营需

求，经营环境安全、整洁、有序，既

有烟火气又有人情味。

市民的生活需要夜市和摊

贩，这是夜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何做好管理和服务？不少

管理者提到“新加坡模式”，如新

加坡的摊贩中心拥有完善的水

电设施、通风良好、卫生有保障，

政府还发补贴，让摊贩都愿意入

驻，街头流动摊贩也就基本消

失。“新加坡模式”，就是把摊贩

纳入到城市的经济和管理体系

中。

桂城综合行政执法办在管

理模式上的探索创新，是为民、

利民、便民之举，期待“蓝朋友”再

接再厉，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展

现城市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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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眼中的“自己人”社区治理的“好帮手”
今年上半年，狮山“双百”社工走访服务对象4294人次，助31名困难群众实现“微心愿”

宣传民政政策、培育

“创熟”队伍、优化便民服

务……今年以来，一支64

人的蓝马甲“双百”社工队

伍，活跃在狮山街头巷尾。

他们有情怀、熟政策、懂专

业、善服务，把社会工作落

到基层，成为群众的贴心

人。

2023年上半年，狮山

“双百”社工累计走访服务

对象4294人次，建档327

户，实现个案救助60个，帮

助31名困难群众实现“微

心愿”，并为19户困难群众

提供“安全小屋”，改造资源

折算金额约18万元。

为更好兜底民生服务，狮山

“双百”社工积极联动属地社区、

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

益慈善资源，切实解决困难群众

和特殊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

塘联社区的黄伯与儿子是狮

山“双百”社工恒常入户走访的对

象。今年85岁的黄伯丧偶，带着

患有言语一级残疾的儿子，生活拮

据。社工走访发现，黄伯家中屋顶

断樑、漏水和掉瓦情况严重，人身

安全受到威胁。

于是，社工根据现有条件，就

地取材帮黄伯解决有隐患的瓦片

和木樑问题，随后链接南海区长者

安全改造项目“安全小屋2.0”的慈

善资源，为黄伯提供免费的居家安

全改造。几个月后，黄伯和儿子住

上了“安全小屋”。

不仅“送平安”，社工还“送服

务”。一方面，社工将跟进情况反

馈给属地社区，为黄伯寻求合适的

政策资源，提升家庭经济收入。另

一方面，社工联系到黄伯女儿，加

强父女俩的联系沟通，并组织志愿

者定期上门探访，保障好黄伯的日

常家庭照顾需求。

与黄伯一样，上半年享受到

“安全小屋”的狮山困难群众共有

19户，由“双百”社工链接的社会慈

善改造资源折合金额约18万元。

与此同时，还有31个困难群众和

特殊群体的“微心愿”得到满足。

狮山社工站还联动慈善力量，

上半年开展了11场“助残有你，有

爱无碍”沉浸式体验活动；在镇残联

的助残日活动中链接了大米等物

资，送到困难残疾对象手中；在小

塘、罗村、大圃和官窑等分点组建了

4支特色义剪队伍，为街坊提供了超

2176次免费理发服务；组建应急救

护宣教志愿服务队，培育了一批专

业急救义工成员；为狮山镇2020
名患者提供发药取药等服务。

在“五社联动”下，狮山“双百”

社工把兜底民生服务做得更细更

实，让更多服务对象的需求得到回

应。

近年来，狮山有序推进

“创熟”工作，直面社区治理

痛点促提质。狮山社工站也

在探索“创熟”治理路径，社

区幸福院便是新型的“创熟”

阵地。

“幸福院不仅是服务长者

的家园，还是一个社会治理多

元化综合服务阵地，在创新

‘双百’社工工作模式的过程

中，我们把触角延伸至幸福

院。”狮山社工站副站长苏雪

怡表示，把幸福院打造为“创

熟”阵地，是希望能进一步凝

聚多元力量，推动基层善治。

8月1日，狮城幸福院长

者饭堂开展“烹燃心动”长者

厨艺大赛，25名长者用美食

展现对家乡生活的热爱；7月

26日，松岗社区幸福院开展

“共建共治”居民议事厅活动，

13名居民共商社区治理要

事；7月22日，状元社区幸福

院为期 5天的暑期夏令营落

下帷幕，20名孩子从多项特

色课程中增长知识；7月 20
日，大榄社区幸福院举办暖心

便民活动，为 90人次提供口

腔检查、急救知识学习等服

务。

今年上半年，狮山社工站

以政策落实、物资救助、议事

调解、志愿孵化培育、技能培

训等形式开展社区“创熟”活

动 237场，并逐步推进城市

社区全域挂牌“创熟”服务工

作站。

平台已有，仍需一支有战

斗力的“创熟”队伍。以社区

学院为载体，狮山社工站上半

年共开展培训 54场，其中志

愿者培育33场、楼长培育21
场。同时，狮山社工站继续推

进“三长制”，上半年在博爱社

区、松岗社区和联和社区推动

楼长培育与指导工作，逐步将

“三长制”在城市社区全覆盖，

并向农村社区延伸。

提升队伍“战斗力”

聚焦“创熟”

护航夜间经济 桂城“蓝朋友”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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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联动

擦亮为民服务底色

提质增效

■狮山“双百”社工向患者派药。

■执法人员在夏北聚龙北夜市巡查。 通讯员供图

■狮山社工站培育了一批专业急救义工成员，服务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