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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起“一老一小”的幸福生活
书写“出新出彩”广州民政答卷

深化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起具有本地特色的“大城市大养老”模式

“一碗汤距离”养老
超20万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要求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在综合城市功能、城市
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出新出彩。

《广州市推动综合城市功能出新出彩行动方案》提出，在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方面，要率先全面提升养老
服务水平，开展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探索“大城市大养老”模式；推进高龄重度失能老年人照护商业保险
等试点，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完善困境儿童分类救助帮扶制度，建设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综合平台。

“小切口”解决“大民生”，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体系。两年来，广州民政不断深化养老服务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起具有广州特色的“大城市大养老”模式，全覆盖、多层次、多支撑、多主体的养老
服务格局基本形成；织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简称“两类儿童”）兜底保障的部门责任网、社会组
织网、志愿服务网、家庭成员网、联系帮扶网和科技支撑网等六张网，助力两类儿童茁壮成长。展望“十
四五”，广州民政必将以奋进之姿书写新时代的答卷。

除老年人外，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也是迫切需
要关爱的群体。当前，广州
正多措并举，打造全国困境
儿童保障示范城市。

今年1月1日开始，广州
将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和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补贴标准提高至2570元/人/
月，特困儿童养育标准提高
至 1728元/人/月，低保家庭
儿童生活保障金提高至1080
元/人/月，困难残疾儿童生活
补贴调至175元/人/月，重度
残疾儿童护理补贴调至 235
元/人/月，切实加强两类儿童
生活保障水平。疫情期间，
指导全市儿童福利领域服务
机构实施封闭式管理，向困
境儿童的监护人全部送达监
护责任告知书，累计服务困
境儿童2.6万人次，送达防护
用品 2978人次，解决上网课
问题106例。

开展社会组织“伴童计
划”，为两类儿童及其监护人
提供支援，并发放“2020蓄力
护童包”和“助学包”。启动

“成长道路 相伴童行”广州
市百名困境儿童结对帮扶项
目，联合 12家项目结对帮扶
单位开展项目相关工作，为
困境儿童提供专业服务。

制定《广州市关爱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志愿服
务工作指引（试行）》，进一步
规范关爱两类儿童志愿服务
工作。依托市区两级未保机
构组建广州市关爱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志愿服务
队，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和民
政系统团员青年积极参与两
类儿童志愿帮扶服务活动。

配齐全市 174名儿童督
导员和 2779名儿童主任，向
两类儿童监护人派发《依法
履行未成年人监护职责告知
书》，引导监护人依法履行监
护职责。围绕强化儿童督导
员和儿童主任履职履责、落
实家庭监护责任、强化儿童

自我保护等方面，在全市 11
个区扎实开展“政策宣讲进
村（居）”专题培训。

依托广州市慈善会“广
益联募”平台，广泛链接社会
资源，今年帮助 2020名困境
儿童实现“微心愿”。充分发
挥检察机关对被犯罪侵害的
困境儿童开展综合司法保护
的工作优势，共建广州市困
境儿童关爱保护平台，探索
建立具有广州特色的困境儿
童检察关爱保护机制。

广州还不断优化市困境
儿童24小时救助保护服务热
线，累计接听电话 583个，接
处个案129例，该做法获得民
政部肯定，并将广州确定为
全国儿童救助保护热线试点
地区。开通“广州为爱童行”
微信小程序，设置“一键求
助”提升服务易及性。

今年5月，市未保中心儿
童救助保护热线通过电话排
查发现困境儿童小成，长期
把自己封闭在家中，拒绝与
外界接触。工作人员当即
将个案情况反馈至海珠区
民政局，并于次日安排片区
督导组成员入户探访。原
来，15岁的小成自小学四年
级起辍学在家，早年父母离
异，由父亲抚养，2019年初
父亲去世后由母亲照顾，母
子靠领取低保金生活，亲子
关系较差。

为帮助小成解决心理问
题，更好地成长和适应社会，
市未保中心特邀请市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心理专家介入提供个案服
务，制定并落实针对性的治
疗辅导方案。经过为期 2个
月的专业服务，小成终于愿
意踏出家门，与母亲沟通情
况也有所改善。为巩固介入
服务成效，片区督导组亦指
导街道儿童督导员、社区儿
童主任和社工站社工做好定
期走访，为小成提供必要的
帮助和关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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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年底，广州市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175.51
万 ，占 户 籍 总 人 口 的 18.40%。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广州从
供给端发力，通过增加供给总
量、优化规划布局、提升服务质
量，让老年人“住得上”“住得
近”“住得好”。

目前，全市共有养老机构
226间，床位7.14万张，每千名老
人床位数达 40张。其中，58.4%
的床位分布在中心片区，较好地
满足了老年人在中心城区就近养
老的愿望。广州还积极开展养老
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三星
级以上养老机构（58家）占全省
37%，五星级养老机构（21家）占
全省的53%。养老机构医养结合
服务覆盖率达 99%，其中养老机
构内设医疗机构77家，护理型床
位占比 55%。建成 35间具备全
托、日托和上门服务等功能的社

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推动每个街
镇建设至少1个具备全托、日托、
上门服务、对下指导、统筹调配资
源等功能的街镇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颐康中心）。

在推进服务设施全覆盖的同
时，广州也在统筹推进助餐配餐、
医养结合、生活照料“3+X”创新
试点。目前，全市长者饭堂1036
个，覆盖全市街镇、村居，同时将
重度残疾人纳入养老大配餐服
务，23个高校企事业单位开展养
老助餐配餐服务。

在天河区天园街道华港社
区，每天都有超过 70位老人前
来用餐。年近八旬的街坊杨婆
婆对这里的饭菜赞不绝口，“自
己做饭，又要买菜、又要洗菜，
很辛苦，体力顾不过来，过来吃
就很方便”。

去年起，广州在越秀、海珠、
荔湾区开展家庭养老床位试点，

设立家庭养老床位 172张，依托
养老服务机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
生活照料、个人护理等 6大项服
务，推动机构专业护理服务向社
区居家延伸，推动居家、社区和机
构融合发展。

行动不便的金婆婆申请家庭
养老床位后，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上门为金婆婆安装了专业血压测
量仪器、摄像头、小夜灯、烟雾感
应器等设备，还有专业护理员定
期上门服务。“每次过来，他们都
会给我量血压，拍拍手、翻翻身，
服务特别好。”金婆婆感叹道。

据统计，目前全市共有11个
区级、173个街镇级居家养老综
合服务平台、1460个星光老年之
家、1144个农村老年人活动站
点，全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
率 100％，超过 20.1万名老年人
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占老年
人总数的11.6%。

在切实履行政府兜底保障职
责的同时，广州也一直着力推进

“放管服”改革，支持社会力量参
与社会居家养老服务。降低准入
门槛，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简
化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服务类社
会组织和养老服务企业登记手
续；加大资助力度，对民办养老机
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都给
予不同额度的资助补贴，并通过
公益创投资助培育了306个创新
性为老服务项目；强化人才建设，
对养老护理等专业人才提供多项

补贴，保障养老护理员公共租赁
住房，并在积分入户、子女入学等
方面给予优待。

目前，全市73%的养老床位、
85.5%的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体、
95%的长者饭堂和93%的家政养
老服务都由社会力量提供，社会
力量已成为广州提供养老服务的
主体力量。

根据广州市人大今年委托开
展 的 第 三 方 民 调 显 示 ，超 过
93.15%的受访市民对广州养老服
务的发展现状表示满意。

呵护两类儿童成长
助他们打开心门、融入社会

“六一”儿童节，志愿者带领
17名来自从化山区的留守儿童
参观广州动物园

市老人院
护理人员陪伴
老人进行康复
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