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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8月，广州登记社会组织逾8000个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广州实践”屡开全国先河

十年来，广州社会组织
不断迸发新活力，成为社会
治理和社会建设中必不可
少的力量。

在疫情防控中，全市社
会组织积极投身社区志愿
服务，协助社区开展大规模
核酸检测、社区宣传等联防
联控工作，提供生活保障、
心理疏导等暖心服务，链接
各类防控物资1亿余元。

例如，广州市物业管理
行业协会号召700余家会员
单位、逾 20余万从业人员、
逾万名物业志愿者奋战在
疫情防控一线，并搭建“慧
采”防疫物资集中采购平
台，借助智能测温机器人、
物流机器人等科技力量提
升防疫效率。“街道、居委人
手有限，物业服务企业扎根
社区，能够凭借良好的服务
意识和精细化管理模式，为
社区防疫发挥独特优势和
作用。”广州市物业管理行
业协会副会长贺栩模说。

另外，在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中，全市社会组织在
新疆、西藏、贵州东西部以
及省内对口帮扶地区开展
帮扶项目2900多个，投入帮
扶资金、物资、服务等价值
超过 10 亿元。在助力优化
营商环境中，38项由社会组
织牵头或参与制订的地方
标准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
心平台公示，150 余项团体
标准在广州市市场监管局

登记备案，2021年行业协会
商会通过减免会费为企业减
负逾 2800 万元。在参与基
层治理时，社会组织助力织
密织牢基层自治服务网、基
层稳定保障网、基层互助暖
心网，有力推动社区治理高
效运作，涌现了广州公益“时
间银行”“广益联募”“仁医惠
民 爱在羊城”等社会组织参
与基层治理创新品牌。

当前，广州社会组织参
与“双区”建设也取得新进
展，打造了粤港澳大湾区社
会组织合作论坛、广州市社
会组织交流大会、广州深圳
社会组织“双城联动”等对外
交流品牌。全面助力广州南
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
面合作，积极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社会组织创新基地落户
南沙，促进大湾区社会组织
领域资源、人才、技术、信息
等要素的有效流动。

站在新征程的历史起
点上，广州社会组织正以昂
扬的姿态，阔步向前。

服务社会：凝聚社会组织磅礴力量

党建工作是推进社会组织
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动力。十
年来，广州市始终把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纳入全市党建工作总体
布局，把党的工作融入社会组织
运行和发展过程，健全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机制，推进实施社会组
织“双强共同体”建设和社会组
织党建“红苗工程”，有力推进社
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
效覆盖。

其中，社会组织党建“红苗
工程”按照孵化“红种子”、培育

“红树苗”、植造“红树林”系统推
进，建立健全党建摸排和组织建
设“双同步”机制，选派党建工作
指导员、第一书记，开展党建入
章程、红联共建、“三亮三树”行
动，完善党支部工作、党员管理、
组织建设等制度，以单独组建、
联合组建的形式，持续推进社会
组织党组织“应建尽建、应联尽
联、应纳尽纳”。全市社会组织
党组织发展到 2000 个，党员服
务数增加到21449人。

如今，党建元素在社会组织
中日益浓厚，全市打造社会组织
党建示范基地102个，建成广州

市社会组织党建展览馆，选树一
批优秀组织、优秀党员以及优秀
党建案例，社会组织党建规范
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走上新
台阶。在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
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服务行业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社会组织深
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十项
行动，开展实践活动3500多次，
参与党员2.78万人次，服务群众
逾625万人次。

可以说，“听党话、跟党走”
已成为全市社会组织的自觉行
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总商会
拥有会员企业逾 1000 家，会长
王锦荣说：“商会的发展，离不开
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在商会特
色工作方法中我们也强调，要加强
党的领导和政治引领。”他表示，通
过党建引领、党员带头，能够将企
业内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组织
起来，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贡献
更大力量。另外，南村总商会还
搭建了“民营经济人士之家”，推荐
39名优秀民营企业家担任各级党
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群众
企业代言、为党委政府献策。

党建引领：激发社会组织内生动力

率先铺开社会组织登记改革；率先实行年度
报告、社会组织信息公示、异常名录管理等制度；
首创常态申报、分级评审、联合评估、委托评估、关
联评估、独立评估等工作机制；出台首个《品牌社
会组织评价指标》地方标准……十年来，一项项开
全国先河的“广州实践”，彰显着广州推动社会组
织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决心。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党的十八
大以来，广州市不断深化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改革，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制度体
系，构建完善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全面
加强社会组织党建，走出一条社会组织

发展的“广州路径”。如今，社会组织
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成为疫情防控、乡村振
兴、营商环境建设、基层社会治

理的重要参与者、实践者。

只有不断加大对社会组织培
育的扶持力度，才能让社会组织
走得更稳、更远。

十年来，广州市不断加大扶
持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力度，引导
社会组织落实财税优惠政策，建
立常态化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机制，
连续举办九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
活动，累计投入福彩公益金1.77亿
元，支持社会组织开展为老服务、
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
等公益项目1201个，撬动配套社
会资金8000余万元。加强社会组
织培育发展基地建设，形成市、
区、镇（街）三级培育基地网络，推
动市、区、镇（街）社会组织联合会
枢纽型社会组织全覆盖。在疫情
期间，提出“暖社 12条”举措，为

社会组织减负1.44亿元。
“重视平台枢纽型社会组织

的建设，是广州社会组织发展的
一大亮点。在联动党委政府和相
关领域社会组织、企业、个人方
面，平台枢纽型社会组织能够发
挥桥梁作用，进一步畅通政社合
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广州市
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焦杨说。

广州市还扎实推进等级评估
和品牌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健全
完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团体标准
和品牌创建地方标准，评选118个
5A级社会组织和49个品牌社会
组织，示范带动全市社会组织加
强自身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此外，积极推动社区社会组
织蓬勃发展，对达不到登记条件

的社区社会组织，纳入街镇进行
管理，加强分类指导。如今，2万
多个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城乡社
区，参与基层治理，形成了“五社
联动”“广州街坊”等社会组织参
与基层治理的经验案例。“广州不
断加大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
力度，旨在推动社会组织下沉社
区，从而更好地服务行业、服务居
民生活。”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截至2022年8月，全
市登记社会组织8030个（包括社
会团体 3482 个、民办非企业单位
4407 个、基金会 141 个），登记认定
慈善组织240个。在街道备案管
理的社区社会组织2.7万个，社会
组织不断向规范化发展。

培育扶持：推进社会组织能力提升

“福彩有爱·童庆六一”2022
广州市社会组织关爱困境儿童
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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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亿老年人“隐疾”

一起让爱听见

包括唐臣在内，基于“天
籁银发关爱基金”，腾讯通过
与政府、辅听设备厂商、公益
机构共创共建合作，天籁行
动已经在听障老人公益救助
方面探索出“政企民”联动长
效公益模式，首期面向韶关
500 位听障老人捐赠挚听
（腾讯天籁inside）助听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为了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
要的听障老人，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腾讯SSV银发科
技实验室、腾讯会议天籁实
验室、智听科技还联合启动
了挚听（腾讯天籁 inside）助
听器“买一捐一”公益救助
活动。预售期间，每销售出
一台挚听（腾讯天籁 inside）
助听器，腾讯将为偏远山区
听障老人免费捐赠一台同
款助听器。这也是“腾讯天
籁银发关爱基金”继韶关救
助行动后，在听障救助领域
又一公益举措。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高
老年人对听力健康的重视，
尽早对听损问题进行提前干
预，在AI助力听力自测、听
力筛查方面，腾讯银发科技
实验室与腾讯会议天籁实验

室共同发布了国内首个集成
听力筛查至康复训练的一体
化小程序——“腾讯银发听
力健康小程序”，主要面向老
人及其家属，提供从听力筛
查到康复训练的全流程的工
具及信息服务。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肖才
伟表示：“天籁行动已经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还
在辅助听力设备、公益救助
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做到了将人文价值与前
沿科技紧密融合。希望有
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关
注老龄化问题、参与老龄化
事业建设，发挥大数据、人
工智能的科技力量，不断提
升智慧健康养老技术研发
能力，丰富适老化科技产品
种类，让老年群体平等地享
受‘数字红利’，助力实现我
国‘健康老龄化’的目标。”

正如天籁公益行动大
使、歌手周深所唱：“让我们
把爱放大，把声音放小，一
个听不见的世界里，爱要多
大声？它可以很小，也可以
很大，它就在我们心里，洋
洋盈耳，尽是天籁。”

据《中国听力健康现状及发展
趋势》统计测算，我国目前约有 1.2
亿老年人正在逐渐失去听力。

时光倒流，在退休前的 30 年，
还是中年人的唐臣一直在广东韶关
一家铝厂的水泵房工作，24小时不
间断发电的嗡嗡声，尤其是抽水时
轰隆作响的噪声并不亚于风镐。水
泵房的噪声非常人所能承受，很多
年轻人没干两三年就熬不住走了，
而唐臣一干就是三十年。

退休后，唐臣刚开始还没什么感
觉，之后听力就越来越差了，需要在耳
边大声说话才能听见。几年前，孙子
曾给他买了助听器。和许多农村老人
佩戴的助听器一样，唐臣佩戴的是价
格为一两百元的放大器，没有噪声分
辨功能，在放大声音的同时，噪声也被
放大了，进一步加重了老人听力受损。

即便如此，在退休后的没有色
彩的日子里，他与世界沟通的愿望
也从未停歇。闲时，他就靠着指法
记忆自学弹三弦琴。

如唐臣一样，很多老人曾因为

听不清而被迫减少了与外界的有效
沟通，与亲人、朋友也逐渐疏离。

根据《世界听力报告》，全球 60
岁以上人群中，有 65%出现一定程
度的听力下降，未干预的老年性听
力损失可能促使其过早远离社会生
活，失去生产力，导致情绪及心理异
常。听力减退后，很多老年人因为
害怕别人的看法，不愿与人交流，即
便有很多人陪在身边，还是会感到
非常孤独，出现认知能力退化，甚至
形成认知障碍症（俗称老年痴呆）等
严重后果。现有研究发现，老年痴
呆症在伴有轻、中、重度听力损失老
年人中的发病率，分别是听力正常
老年人的2倍、3倍和5倍。

有调研发现，在中国，老人佩戴
助听器的比例不到 7%，可能只有
400 多万的老人真正佩戴了助听
器。同时，相比价格上万的进口助
听器，绝大部分可负担得起的国产
中低端助听器降噪效果、佩戴体验
都难达预期，十分影响老年人佩戴
助听器的感受和习惯。

相比于口腔健康、视力障碍
等健康问题，老年听障问题更像
是熟悉又隐形的残疾，比较容易
被忽视。

而助听器作为改善老年人
听力环境的重要设备，可以有效
缓解听力障碍、耳鸣等问题，提
升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为了帮助像唐臣这样的听
障老人，提升国产助听器的使用
效果，降低听障老人选配门槛，
腾讯天籁实验室发布了完全自
研的助听器核心算法解决方案，
并率先携手国产助听器厂商“智
听科技”进行联合产品研发，推
出挚听（腾讯天籁 inside）助听器

“公益助老款”。
经技术验证，这款助听器在

多元场景下的综合听感体验均
有大幅改善，将复杂场景下语音
的清晰度和可懂度提升超过
85%，具备“低时延、低功耗、好

音质”的三大技术优势。同时，
为了解决助听器因“啸叫”带给
听损人士的长期困扰，天籁实验
室创新性地提出了啸叫抑制系
统性解决方案，经过用户反复测
试，让千元级的国产助听器的关
键性能，也能媲美万元进口助听
器的水平。

目前，这款挚听（腾讯天籁in-
side）助听器已被工业和信息化部
列入《2022年老年用品产品推广
目录》，后期将作为优质老年用品
推广应用，助力老龄事业发展。

腾讯会议天籁实验室主任
商世东表示：“天籁行动团队一
直在思考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
以及腾讯众多的平台资源帮助
听障和听损的老人融入数字社
会。如今，通过将天籁 AI 音频
技术开放给国内厂商，已经有效
提升国产助听器的使用体验，未
来将在功耗等技术细节上做进

一步提升和改进。”
数据显示，自2020年发起以

来，天籁行动面向听障社会责任
领域，免费开放腾讯会议背后的
天籁音频AI技术，联合公益生态
伙伴，已经帮助446万用户进行
听力水平筛查、帮助35.1万畅听
王卡用户提升语音通话和字幕识
别效果、为超1.1万听障人士进行
言语康复训练及发放耳蜗植入补
贴等，为听障群体更好融入数字
社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作为一家互联网科技公
司，腾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无
论是做社会公益，还是践行社会
责任，都牢牢建立在科技基础
上，将互联网能力、数字技术能
力以及商业能力紧密结合，来发
挥更大的作用，去解决社会问
题，做到科技向善。”腾讯集团高
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理事长郭凯天表示。

让爱听清要多大声？文/王丹阳 图/受访者提供

腾讯自研AI助破解老年听障难，打造可持续技术公益长效模式

从听见到听清

根据 2022 年国内首份
老年听障社会问题调研报
告显示，我国 65 岁以上老
年人约 1/3 存在中度以上听
力损失，75 岁以上老年人中
这一数字上升到约 1/2。然
而，目 前 助 听 器 的 使 用 率
在 中 国 只 有 5%~10% 。 病

情 进 展 慢 、自 我 重 视 不
够 、依 赖 家 人 支 持 且 不 愿
接 受 助 听 器 的 使 用 ，是 中
国 听 障 老 人 的 共 性 。 在
绝 大 部 分 人 的 意 识 中 ，更
是 将 老 年 人 的“ 听 不 见 ”
与“ 听 不 清 ”当 作 自 然 且
正常的事。

数据说 75岁+老人约半数听力损失

9月25日，是第65个“国际聋人日”。在这
个世界中，有无数让人牵挂的声音。婴儿初
啼、家人关爱唠叨、朋友欢聚，还有虫鸣、鸟叫、
田野的蛙声……

然而，在一个听不见的世界里，爱需要多
大声，听障、听损人士才能听到？

对于在广东韶关乡村，饱受“隐形残疾”折
磨的听障老人唐臣来说，时隔十年，通过“天籁
银发关爱基金”公益捐赠的、AI新技术加持的国
产助听器，他再次听清了手机那一端儿子亲切
又清晰的语音，听到了熟悉的三弦琴声。

9月25日“国际聋人日”之际，腾讯天
籁行动召开2022年度发布会，正式对外
公布天籁行动在听障产品研发、公益救
助、产研共创方面的关键成果，并同步
了天籁行动发起两周年以来的关键
项目进展。

“声音是有形状的，声音也是
有颜色的，音更是有温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