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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侯梦菲、
通讯员任宣报道：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5
月 31 日 至 6 月 1 日 在 广 州 召
开，会期两天。5 月 31 日，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第一
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春生、黄宁生、叶贞琴、
吕业升、王学成、张硕辅，秘书
长 王 波 出 席 会 议 。 省 人 民 政

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
同志陈良贤、龚稼立、林贻影等
和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21 个地级以上市人大常
委会、乳源瑶族自治县人大常
委会负责同志通过在线交流平
台远程列席全体会议。

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
于《广东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草案）》《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
（草案）》《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草案）》等法规草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关于《汕头市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规定》等六项法规的
审查报告；听取省人大华侨民族
宗教委关于《乳源瑶族自治县文
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审查报告；
听取省政府关于《广东省失业保
险条例修正案（草案）》《广东省

版权条例（草案）》的说明。
会议听取省政府关于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专题询问提出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广东
省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情况的报
告；听取省法院关于知识产权审
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关于《关于〈广东省信访
条例〉的废止案（草案）》的说明、
关于重新确定设区的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
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省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
情况的报告；听取有关人事任免
事项的说明。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召开

广东今起全面推行电子居住证
可在“粤省事”“粤居码│粤治安”小程序申领

问：如何领取广东省电子居
住证？

答：符合申领广东省居住证
或持有效广东省居住证实体证
件的群众，登陆“粤省事”或“粤
居码│粤治安”等微信小程序填
写资料，申领广东省电子居住
证。通过政务数据核验的，无需
提交任何材料；个别特殊情形无
法通过政务数据核验的，还需提
供相关材料。

问：申领广东省电子居住证
的条件有哪些？

答：流动人员在广东省内居
住地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
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
就读条件之一的，可以按照规定
申领广东省电子居住证，与目前
实体证件申领条件一致。

问：群众申领了广东省电子
居住证，是否还需要申领实体证
件？

答：群众申领电子居住证
后，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按需申
领实体证件，非必要不建议申领

实体证件。
问：“电子居住证”跟居住证

实体证是否有区别？
答：“电子居住证”跟居住证

实体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备
同样服务功能。

问：广东省电子居住证是否
收费？

答：广东省电子居住证免费
申领、签注、注销。

问：申领了广东省电子居住
证后，办理业务时是否需要出示
电子证件或实体证件？

答：需要出示。在办理具体
业务或事项时如需要提供广东省
居住证的，群众需要出示电子居
住证或居住证实体证件。需出示
电子居住证的，打开领证的小程
序，调出电子居住证出示即可。

问：广东省电子居住证能否
截图展示？

答：不可以。广东省电子居
住证应当通过“粤省事”或“粤居
码│粤治安”等微信小程序上展
示，不允许截图或打印展示。

广东公安：

申领电子居住证后
非必要不建议申领实体证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璐瑶、
通讯员粤公宣报道：记者从广
东省公安厅获悉，为深入实施
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提升广东
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广
东省公安厅决定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

“广东省电子居住证”，实现申
领、签发、使用全流程数字化管
理，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高效、便
捷的政务服务。

5月 31日，广东省公安厅发
布“广东省电子居住证”详细的
申领、使用指引。

据了解，流动人口在广东省
内居住地办理居住登记已满半
年，符合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
就业、连续就读等三个条件之一
的，可以申领广东省电子居住证。

流动人口通过扫“粤居码”葵
花码，或通过“粤居码│粤治安”
微信小程序，经认证登录后，填报
（关联）常住地址，经屋主或民警、
网格员确认后，完成居住登记申
报并领取“粤居码”。“粤居码”是
公安机关面向在粤居住人员推出
的个人服务二维码，是实有人口
在粤居住登记凭证。持有“粤居
码”满半年，通过政务数据核验符
合申领居住证条件的，小程序自
动推送申领提醒信息，且可免材
料申办居住证。

居住证每年签注一次，在居
住地连续居住的，在居住每满一

年之日前一个月内，系统也会自
动提醒到期签注居住证。群众
可通过“粤省事”“粤居码│粤治
安”微信小程序办理电子居住证
申领和签注等业务。

据介绍，广东省电子居住证
所记载信息与实体证相同，且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广东省公安机
关通过“粤省事”“粤居码|粤治安”
等微信小程序提供广东省电子居
住证申请、签注、亮证等服务。在
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
康、司法、民生、就学就业等省内

各政务服务办事场景，群众可使
用电子居住证或居住证实体证。
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识别“粤居码”
或“粤省事码”读取居住证电子证
照信息和校验真伪。

广东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推行电子居住证，绑
定“粤居码”与居住证申办流程，
丰富“码”上应用生态，既能优化
服务流程，减少申领使用成本，
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办好事、
不添堵，又能减少政务成本，提
高工作效率。

羊城晚报讯 记者侯梦菲报
道：如何建立高效联防联控机
制？如何实现疫情快速预警？如
何做好涉疫垃圾的收运处置……
去年9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聚焦广东省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开展专
题询问。目前，这些问题整改落
实情况如何？5月 31日，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听
取省政府关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专题询问提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
直面专题询问中提出的八个方面
的问题，并细化为26个具体问题，
纳入台账管理。

建立覆盖全省
哨点监测体系

此前，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存在区
域配合不畅、部门联动失灵等情
况。对此，广东进行了整改：发挥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体系、公
共卫生与重大疾病防治工作领导
小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等机制
作用，部署各地各部门健全“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管行业必须管疫
情防控”的工作机制；完善“快、严、
实”防控措施，确保流调排查速度
更快、大规模核酸检测能力更强、
隔离管理和社区管控更规范、医疗
服务统筹保障更到位。

在实现疫情快速预警方面，
广东优化多点触发疾病防控信息
系统功能，实现省市两级上线运
行。同时，建立覆盖全省 5.53 万
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5.65万间
零售药店的哨点监测体系，每日
排查发热和可疑患者 6 万余人
次、购药人员34万余人次。

市县级均具备
核酸检测能力

今年广州疫情发生后，市面
上各类民生商品和防疫物资供应
充足，价格总体稳定。这是广东
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和保
障得力的一个缩影。

目前，广东省制订健全公共
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实施方案
和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物资生产保
供、卫生健康系统应急储备、应急
运输、进出口保障、市场监管等

“1+5”政策体系，推进建设公共卫
生应急物资生产保供信息平台，
指导各地做好疫情封控、管控区
域生活物资保供工作。

广东持续落实省公共卫生防
控救治能力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制订完善省公共卫生医学中心建
设项目方案，加快前期工作。完
成 3 家省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
25 家市级传染病医院和 77 家县
级医院传染病救治能力建设任
务。省级高水平疾控中心启动建
设，市县级疾控中心全部具备核
酸检测能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
取得明显成效

在强化公共卫生体系科技支
撑能力整改方面，广东推进高等
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布局建设，推
动钟南山院士领衔的广州实验室
挂牌成立。5个新冠病毒疫苗获
批开展临床试验，数量居全国前
列；19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获国
家注册证，数量全国最多。

在增强医疗废物收运处置能
力整改方面，全省建成22个医疗
废物处置设施，核准处置能力扩
容至 619.9 吨/天，储备应急能力
达到1600吨/天，涉疫医疗废物实
现“日收日清”。在深化中医药运
用和创新整改方面，广东完善中
西医药协同合作、中西医结合处
置的工作机制，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建成省级重大疫情
救治基地并有效发挥作用。中药
制剂注册审批流程持续优化。

2021 年以来，全省开展 5 轮
专项行动，清除卫生死角 135.63
万处、大中型孳生地 42.35 万处。
目前，广东省级以上卫生城市、卫
生县城、卫生乡镇覆盖率分别为
100%、97.30%、45.75%。统筹推
进厕所革命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取得明显成效。

关于广东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八大方面问题”
的整改有了新进展——

全省建成22个医废处置设施
涉疫医废实现“日收日清”

广东省电子居住证样证（图中个人信息为虚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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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正在南粤大地有序
推进。不少城市将“儿童友好”
的理念与城市发展特色有机融
合，相得益彰。

江门是梁启超先生故里，启
超文化已成为江门重要文化符
号。今年起，新会区将每年 5 月
定为“梁启超文化月”，结合儿童
友好县区建设和家庭建设工作，
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启超文化，深
化少年儿童家国情怀。

同时，江门已实现市、县两级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全覆盖，
镇（街）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
主任全覆盖，2021年市民政局荣
获“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江海区作为全国基层儿童
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建
成一批儿童福利服务站点，在全

国首创把儿童免疫公共服务中心
建在公园。

汕头以创建“儿童友好社区
（儿童之家）”为重要抓手，打造学
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儿童服
务网络。截至2022年 4月，全市
各级妇联已创建儿童之家 1088
个，实现城乡全覆盖。不少社区
依托“儿童之家”，对社区青少年
开展潮汕传统文化传承教育。

东莞在市一级积极推进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的同时，在各个镇街
因地制宜打造镇一级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品牌。湛江则依托全省首
家独立建制的少儿图书馆——湛
江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
施，广泛开展以“文化阳光工程”为
主题的未成年人文化素养提升活
动；同时升级改造湛江市儿童公园，
因地制宜地建设台风体验馆，打造
独具特色的儿童科普基地。

广东有序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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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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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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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打造儿童友好城
市，让孩子成为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是现代城市魅力与
温度的重要体现。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东省0-17周岁儿童2741.88
万，有超过2000万儿童居住在城市。自2015年深圳率先开展
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探索和实践，将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纳

入顶层设计后，广州、珠海、佛山等多个城市坚持“儿童优先”，因地制宜规划布局，
让“儿童友好”的理念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进程中。

在学习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的当下，省发改委、省妇儿工委办等部
门正在抓紧编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完善省级层面对于儿童友好县（市、
区）、基地等建设指引，制定全省儿童友好镇（街道）建设标准，探索具有广东特色的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模式，不断提升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刘磊表示，建设儿童友好
城市，事关广大儿童成长发展
和美好未来。自 2015 年深圳
率先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城市，
经过 6 年多的先行先试，已积
累了许多先行做法和经验，起
到了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广
东省已有很多城市开展了“儿

童友好”与城市发展融合的探
索与实践，为全省推进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引
领儿童友好新风尚。

刘磊认为，全社会都应正
确、全面地了解“儿童友好”的
内涵，这是建设儿童友好城市
的前提条件。他建议，各地应

加大投入，在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中，提供更多的人力、资金
和技术支持，必要时提供专项
资金支持；同时建议各地发改
委联合妇儿工委办和妇联牵头
编制相关规划、指引，将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工作标准化、规
范化。

庆庆祝祝六一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
第二届人类居住大会上首次
提出“儿童友好型城市”概念
——不论大中小城市或社区，
在公共事务中都应该给予儿
童优先权，将儿童纳入决策体
系中。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先
行地和实验区，广东早已开展

“儿童友好”的探索和实践——
1996 年，广州启动了“羊城小
市长”活动，开创了儿童参与城
市建设之先河；2015 年，深圳
率先探索建立儿童友好城市，
还出台了国内首个关于建设儿
童友好型城市的地方指导性意

见等系列文件、举措，让“儿童
友好”从最初的概念变成全面
铺开的“实景”。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广东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作为“十四五”规划纲要的重大
工程，写入2022年省政府工作
报告；还出台了《广东省儿童发
展规划（2021-2030 年）》，计划
在全省建设 20 个儿童友好示
范县（市、区）、200个儿童友好
示范镇（街道）、500 个儿童友
好基地、1万个母婴室、若干个
儿童友好社区，打造一批儿童
友好医院、学校、公园、图书馆、
科技馆。

一座城市的温度，很大程度
上体现在对儿童的善意和友好
上。2022 年年初，广东省妇联、
省妇儿工委办公室向全省发出了
一份关于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问
卷调查，吸引了全省线上线下近
6.5万家长和儿童参与。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应当倾
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对城市
的需求，让他们参与到城市治理
中来。”省妇儿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推动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先行
示范点已被纳入 2022 年全省妇
女儿童十件民生实事中。

在广州，打造可爱可亲的儿
童友好城市正在加快部署推进
——

每两年一次的“羊城小市长”
活动，已连续举办26年 13届，先
后产生了105名“羊城小市长”和
1 名“友谊小市长”，他们积极为
城市发展建言献策。第一届“羊
城小市长”苏韵如今已是两个孩
子的妈妈，她清楚地记得，当年为
了写减少城市汽车尾气排放的建
议，他们曾和老师站在人行天桥
上，数着桥下路过汽车排放的尾
气是白色、黑色还是黄色……

当前，广州已建成13个儿童
公园和13所儿童活动中心，建设
规模和面积在国内遥遥领先；建
成1300余间母婴室，在全国率先
实现重点公共场所母婴室全覆
盖。

“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是
深圳娃”——走在深圳的大街小
巷会发现，对儿童友好细化在城
市建设的方方面面：率先在全国
开通儿童友好地铁专列；开办儿
童友好电台和儿童议事厅等鼓励
儿童发声等等。随着相关政策体
系进一步完善，深圳全域推进儿
童友好型城市建设朝着更宽、更
广、更深入方向发展。

“小手拉大手，人才跟着孩子
走”。优化儿童发展环境，为广
东各地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提供
了坚实保障。

佛山是全国制造业大市，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多。为留住人才
和实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公共服
务均等化，佛山大力培育发展儿
童友好产业，支持建设公益性托
育区域，推动公共文体设施建
设，实施图书馆、农家书屋、文化
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数字化项
目，促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用
可享资源从“有”向“优”迈进。

社工带着孩子们读绘本、做
游戏……在佛山南海区，“小候鸟
驿站”深受儿童和家庭青睐。“小
候鸟驿站”作为儿童类社会工作
服务实体和社会公益性服务阵
地，致力于服务流动儿童及其家
庭，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自2013年建立全省第一所“小候
鸟驿站”以来，当地“小候鸟驿站”
已发展至7所，惠及53万人次。

同时，佛山大力开展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从家庭着手首创

“反对对儿童暴力”广东模式，坚
持15年打造“佛山家庭文化节”，
连续17年每月不间断举办“与孩
子心灵对话论坛”，成为首个被
命名“全国规范化家长学校试验
区”的地级市。

中山建立了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将儿童友
好城市创建纳入全市中长期发展
规划中。同时，“关爱儿童工程”

“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关爱”“儿童
爱眼护齿公益项目”“增强儿童
青少年体质”“童心同行 护苗成
长”等儿童工作项目先后纳入年
度市十件民生实事或政府工作报
告予以实施。

珠海是内地唯一与香港、澳
门同时陆路相连的城市。随着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珠
海积极推动与港澳在教育、健
康、社会保障等方面融合发展，
与港澳学校缔结了 76 对姊妹学
校（园），其中与澳门共缔结52对
姊妹学校（园），涵盖学前到高中
各学段，为港澳人才到珠海工作
生活解决了“后顾之忧”。

广东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起步早起点高

让儿童为城市治理建言献策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儿童友好型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刘磊：

广东先行探索与实践 引领儿童友好新风尚

广东探索创新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模式，不断提升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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