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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服务温暖生活
欧婆婆是广州市海珠区南华

西街鳌洲社区的一名独居老人，
患严重风湿，手指甚至出现萎
缩，日常生活极为不便。“长者饭
堂”的出现，帮她解决了头疼的
饮食问题。

海珠区南华西街有60岁以上
老人约1万人，占常住总人数25%，
是典型老龄化社区，养老问题很突
出。老人对开设“社区饭堂”方便用
餐、就近用餐的呼声，引起了南华
西街道办事处的关注。

该社区“长者饭堂”于2016
年 4月 28日中午启动服务工作日
中午开放，可供老人们用餐，并
可提供送餐服务。欧婆婆从中受
益匪浅，社区街坊分组轮流为她
送餐上门。“街坊邻里能帮就帮”
是这支义工队伍奉行的原则。而
类似的社区养老贴心服务，在广
州市司空见惯。

早在 2012年 5月，广州沙园
街道长者配餐中心就在沙园街道
办事处的主导下成立，由手拉手
社区工作服务中心管理运营，已
累计为19万多人次老人提供就餐
服务，并为孤寡、独居、高龄等
1.8万人次困境老人上门送餐。

配餐中心还推出送餐观察员
服务，在送餐时“察言观色”及
询问“四好”——身体好不好、
心情好不好、睡眠好不好、胃口
好不好，对有需要的老人及时反
馈，继而有社工跟进服务。

贴心服务已成为广州市养老
服务的一大特点。目前，广州市
建有居家养老服务部149个、居家
养老服务示范中心24个，占全省
1/5，日间托老机构 （助餐点）
170个，形成贯通市、区、街镇、
社区，涵括上门服务、日间托
老、活动场所、综合服务等类型
多样的立体式服务网络，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100％。

优惠政策保障生活
10 月 26日，《广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全面深化公办养老机构
改革的意见》 印发实施，全市
7000多名“三无”老人（无劳动
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
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
确无赡养和扶养能力）、“五保”
老人可免费入住广州市公办养老
机构，而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
的失能、高龄老人，其基本养老
服务收费则按照广州市公布的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收取。

养老服务业已经连续6年被纳
入广州市10件民生实事，该市先
后制定实施《广州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的实
施意见》等30余份政策文件，为
养老服务业改革发展创造良好政
策环境。
“十二五”期间，全市养老床

位从2.8万张增加到5.3万张，增
长89.2%，其中，2015年新增床位
首次达到1万张，接近广州市“十
一五”期间新增床位总和；每
1000名老人拥有床位数从24张增
加到38张，提前5年达到国务院
提出的目标。

广州市已经将生活贫困的城
乡老年人纳入低保或低收入家庭
救助范围，城镇“三无”老人供
养标准提高至1521元，农村“五
保”对象供养标准按当地农村人
均纯收入的100%确定，全市“五
保”供养标准平均达到 1752元。
此外，市政府每年投入3200万元
为1.3万名“三无”、高龄、独居
等困难老年人购买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老年人凭证可享受乘车、
看病、消费等优待减免政策，
78.89万余名老年人参加“银龄安
康”意外伤害保险，62.6万余名
70 周岁以上长者获领长寿保健
金。政策优惠正以可触可感的方
式融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文体教学丰富生活
9 月 15 日是广州市第 28 个

“敬老日”，从这一天起到10月15
日，该市开展了“传承尊老敬老
美德，助推家庭家风建设”为主
题的敬老月活动。尊老、敬老、

爱老、助老形成一股社会风气。
而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老
年人太极大赛等一系列展示老年
人风貌的文体活动。

为老年人提供展示、交流与互
动的舞台，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增添
乐趣，是广州市养老服务颇值得称
道的地方。今年夏天，由广州市老
龄委、市精神文明办、市民政局、市
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16年广
州市老年人风采大赛，在他们中
掀起了一股文艺风。

经过连续4天共8场的预赛竞

演，共 75 支队伍进入决赛。据
悉，本届广州市老年人风采大赛
近 300 个团队共 7000 多人报名。
参赛队伍既有老牌强队，省、市
级代表队伍，也有来自基层的队
伍，汇集了全市各类老年文艺优
秀节目，是一台老年人的文娱大
戏。

为了帮助老年人实现“老有
所乐”，广州市大力推动老年活动
室和老年文艺团队的建设。2015

年，全市共有老年活动室 2732
个，同比增加370个。老年活动室
日均活动人数超过10万；老年文
艺团队1407个，经常参加活动的
老年人将近4万人；老年体育团队
超过400个，经常参加活动的老年
人近万人。

此外，广州市积极推动老年
人口教育事业发展。2015年，全
市共有老年大学32所、学员2.58
万人，老年学校68所、学员8727
人，老年教学点200个、学员2.26
万人。全部社区、村均设有文化

室，配备 2000多名社区文化辅导
员。各级文化馆、图书馆以及基层
文体服务中心免费向老年人开放。

下一步，广州市将培育养老
产业创意、设计、老年用品电商
平台等新业态；支持投资老年住
宅、公寓等老年人生活设施；推
进金融助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
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推广
老年休闲旅游品牌；为老年人提
供全方位的针对性服务。

在广州这座国际化的都市，不仅仅市民可以享受政
府购买的社区服务，在这里生活的外籍人士也可借助社
区服务的力量，化解生活的难题与不便。

截至2016年6月25日，广州市共有在住外国人7.7万
人。他们在社区融入、文化认同、政策学习等方面存在
困难，因文化背景差异、政策认识不足等引发的社区矛
盾时有发生，加大了社会管理的压力和成本。

为此，广州市选取外籍人士聚居区域进行试点，由政
府购买、社会组织承接服务，专业社工运用社区、个案、小
组等社会工作手法，通过个案辅导、中文兴趣班、社区融合
互动等形式解决外籍人士的个人或家庭问题。

语言是搭建文化认同的第一步。试点项目开展了95
期外籍人士中文学习小组活动，服务近7.2万人次。通过
学习中文，在社区中居住的外籍人士能自行进行购物、
政策咨询等，也习得了广州的礼仪习惯。

兴趣是联结社区温情的纽带。试点项目培育了中非
青少年足球队等社区兴趣组织，引导他们以义工的身份
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回馈社区。如在社区中举办跨文化
交流嘉年华，让中外居民相互学习对方文化。

指南是便利生活的工具书。为了方便外籍人士的广
州生活，提升外籍人士对广州文化的认同感和社区融入
感。项目目前已完成编撰《广州小非洲的故事》《大都市
“飞地”治理》《外国人汉语学习教材》《外国人生活一本
通》《外国人服务专刊》等，让外籍人士提前了解、问询
有方。

在社区服务实践基础上，广州市还形成了６份关于外
国人的议案，包括关于广州市成立外国人服务社工站点的
建议、建立外国人数据库的建议、优先签发非洲裔外国人
家庭类签证建议、来穗外籍人士社区融入培训的建议等。
社区服务真正成为外籍人士羊城生活的福音。（白 原）

家综服务 家家可及
本报记者 李 婕

日前，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

“2016生态养老发展高峰论坛”上，标准排名研究

院联合中国健康养老产业联盟发布了“2016中国

养老城市排行榜50强”。其中，广州跻身“2016中

国大陆十佳养老城市”，排在第三位。

在老龄化趋势越发明显的今日中国，如何破解

养老难题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早在2014

年9月，广州市被确定为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

试点城市。两年多来，该市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

新，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

银发怡然 乐居羊城
本报记者 李 婕

老外乐享社区服务

链接���

“新家园”暖人心

近年来，家综服务（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成为广州市社区服务的热词。2010年，
该市选取20个街道作为家综试点。2015年底，共建成街镇区级家庭综合服务中心188
个，实现街道全覆盖。5年间，家综服务成为广州家家可及的福利。

专业、便民

家综服务中心是政府职能转移，让渡社会服务管理空间的重要载体。通过政府购
买的方式，市民可以享受更为专业化、便民化的社工服务。2011年起，广州市按照每
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每年200万元的标准，在全市逐步推进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有观点认为，家综服务改变了过去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将本应或可以
由社会力量管理服务的事项交给社会组织，进一步加快“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型；
另一方面，服务模式从过去“政府配餐”逐步过渡为“群众点菜”，从传统、非专业的
社区居委会服务转变为由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提供的专业化社工服务。

目前，广州市的家综服务内容覆盖家庭服务、长者服务、青少年服务、社区矫
正、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残障康复、移居人士服务、农村社工服务、异地务工人员服
务等多个领域。家综社工为困境人士提供心理疏导、陪伴支持、资源链接、社会关系
调适等专业服务，专业社工则在扶老助残、扶贫济困、社区矫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多元参与

2015年，广州市家综共服务290多万人次，其中开展家庭服务12万人次，长者服
务38万人次，青少年服务54万人次，特色服务60万人次，其他服务130万人次。此
外，家综服务还先后参与了广州市建业大厦火灾事故、广州“7?15公交爆燃事件”等
多个公共应急服务问题。

这背后则是多元参与形成的专业服务发展格局。2008年，广州市只有9家民办社
会服务机构，现在发展到417家。经过5年多摸索，该市已建立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与机关事业单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服务双向转介机制。

“新家园”移居人士服务项目自2012年10月启动，通过中文“伴学”、移
居资讯咨询、同路人分享会等服务，已累计为约6万人次移居人士（在穗居
住外籍人士、港籍人士以及准赴港人士）提供服务。

1.“聚爱中外，伴我同行”关爱困境儿童活动。2016年2月，外籍人士参与本
地服务的项目开始启动，策划并举行了“聚爱中外，伴我同行”关爱困境儿童活
动。30名外籍义工、本地义工与本地儿童参与。他们一起聊天、做游戏，一起制
作手工艺品，在此过程中，增进相互认识与了解，让困境儿童感受关心与关怀。

2.“乐融微笑行动”友善城市社区教育活动。该活动由一系列社区教育
活动组成，倡导“以微笑打破文化与语言的隔阂”，踏出互相接纳与欣赏的第
一步。自2013年12月18日国际移民日起，每年的12月18日（国际移民日）
及5月8日（世界微笑日），活动方向社会征集微笑照片，参与者通过网络或
现场拍摄等方式，把他们的微笑照片汇聚在这里。“乐融微笑行动”得到了超
过1000名中外籍人士的支持，300多名义工朋友与活动同行。

3.中文“伴学”服务。项目组织义工陪伴、协助外籍人士学习中文。一
方面活动有助于提升外籍人士中文水平，改善其语言不通的适应困境，另一
方面也能促进本地人士与外籍人士的沟通交流，增进双方认识和了解。除了
一对一学习外，该服务也会定期开展社区实践活动，让外籍人士实地运用所
学，与本地居民沟通交流。服务从2015年10月开展至今，提供给外籍人士的
中文学习服务170人次。 （白 原）

义工陪同“空巢”老人游览花城广场

社区居民教外籍人士包饺子

广州老龄办举行的“美在金秋”老年人风采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