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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深圳市福田区居民幸福感不断

提升、荣居深圳各区之首，得益于福

田区党委政府以民生幸福为重、坚

持先进发展理念、科学决策、创新务

实、扎扎实实推进民生工程。

一是坚持把提升民生幸福放在

重要位置，不以 GDP 论英雄，促进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与提升 GDP 水

平相结合，杜绝劳民伤财，不搞形象

工程和面子工程，把体现“以人为

本”理念、发展民生的一项项政策措

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落实到具体

工作中，让广大居民享受发展成果。

二是务实接地气、讲民情。福

田区民生建设工作扎扎实实，不好

高骛远。比如建设“的士码头”以解

决的哥就餐难如厕难问题、开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2013 年民生

20 件实事”，件件都是老百姓能够

切实得到实惠的实事，也都是有关

部门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事情。

三是注重创新。福田区民生建

设工作注重创新。比如，在发展养

老事业方面，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

创新建设模式和服务模式，鼓励、支

持和吸纳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进

来，推进老龄服务社会化运营管理

工作。通过综合评估方式选定 18

家社会组织成为居家养老定点服务

机构，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定 6 家

社会组织参与老人日间照料中心运

营管理，选定 11 家社会组织参与社

区服务中心运营管理，还大力引进

社会资本投入养老事业。

四是把百姓满意度作为衡量政

府工作质量的硬性指标,民生工程

讲质量、求实效，坚决防止粗制滥

造，防止走过场。党委、政府工作的

好坏，由百姓说了算。在每年一次

的福田幸福指数调查中，都会设置

“政府服务满意度”一项，由群众打

分。福田区还出台相应惩处配套机

制，规定完不成任务指标的相关单

位要向公众道歉，要受到处罚。

五是加大财政保障力度。福田

区民生建设工作舍得投入，在财政

预算中特别提出“保障民生共享，统

筹财政支出”，财政资金持续向社会

建设、民生事业倾斜。比如，仅在建

设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个项目

上，自 2011 年起，就先后投入财政

资金 1.14 亿元，划拨政府物业 1.2 万

平方米。财政资金的保障，使得福

田百姓的生活环境日益提高，老有

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壮有所

用，住有所居，福田百姓的幸福指数

节节高。

六是民生建设工作制度化。福

田区民生建设注重做好民生工作制

度化建设工作。比如，建立评议政

府服务制度，让群众直接参与评议

政府服务质量；建立“开门议事制

度”，邀请市民代表讨论重大民生议

题；建立扶贫救弱长效机制，对低保

边缘群体实施分层分类专项救助；

在城市更新改造项目中,按照一定

标准留出专门建设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用地。这些都是有利于民生建

设的制度安排。

(作者为：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

作为深圳的中心城区，福田区人
口密度大，养老压力与日俱增。

据统计，福田户籍人口中 60 岁以
上的老人如今已有 4.9 万，占比 6.7%，
预 计 未 来 5 年 将 突 破 6 万 ，占 比 近
10%，步入老龄化社会。为此，福田区
提早谋划，积极推动老龄服务事业及
其社会化产业化全面发展。自 2011
年起，先后投入财政资金 1.14 亿元，
划拨政府物业 1.2 万平方米，吸纳社
会资金 1000 余万元，协议利用社会
物业 7000 多平方米，用于建设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还在城市更新改造
项目中按照“农城化社区 2000 平方
米”与“城市社区 1000 平方米”的标
准，留出用地空间，专门用于建设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目前，福田共有园
东、梅岭、益田三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投入运营，总面积达 19518 平方米，
年内将建成 10 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实现 10个街道全覆盖。

此 外 ，福 田 区 还 加 强 综 合 型 养

老机构的改造建设，推进福利中心
片区整体改造和梅林老年人护理院
建设。

福田推出的社区老人日间照料中
心，主要是为社区高龄老人和生活半
自理老人提供日托看护、调理膳食、医
疗保健等综合性日间服务。“我们把这
儿当家都有一年多了，这里每天都有
活动，跳交谊舞、打乒乓球，玩也玩不
完，还能学英语，午饭、晚饭都在中心
解决，荤素搭配，吃起来比家里还有味
道。”在园东社区老人日间照料中心生
活的李阿婆表示，与工作人员一起看
电视，洗衣洗澡，自己除了晚间回家睡
觉，一整天都在中心度过，比以前独居
要充实开心得多。

为了让辖区老人安度晚年，福田
区积极开动脑筋，不断丰富养老服务
内容。2011 年起，福田开始实施《建
设 幸 福 福 田 济 困 扶 弱 行 动 计 划》，
2013 年总投入 6108.54 万元，其中安
排 2100 万元用于养老保健金发放等

老龄服务工作。福田户籍老人从 70
岁开始即可享受养老保健金，与深圳
市规定的 80 岁以上老人享受高龄津
贴相比，年龄减了 10 岁，受惠面放大
了 5 倍，从占户籍老人的 6%提高到
33.3%。

根据《福田区适度普惠型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到
2015 年末，福田区老年人将享有基本
公共服务，基本实现 90％的老人居家
养老，政府帮助和资助；7％由社区提
供日间照料和托管服务；3％入住专
业养老服务机构。

“养老事业的发展在建设模式和
服务模式上要力争大胆创新，积极鼓
励、支持和吸纳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

进来，不仅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更
多是出实招想办法，在政府之外不断
发展壮大社会组织、企业在养老事业
中的力量和作用，既强调社会服务又
实现造血，使财政负担相对减轻，创造
养老的‘多赢’局面。”福田区委书记刘
庆生如此表示。

福田区还稳步推进老龄服务社会
化运营管理工作。通过综合评估方
式，福田区先后选定 18 家社会组织成
为居家养老定点服务机构，通过公开
招标的方式选定 6 家社会组织参与老
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管理和 11 家社
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中心运营管理。
此外，福田区还大力引进社会投入，批
准立项深圳康馨养老事业投资发展公

司养老项目，拟投资 3.5 亿元建设 3.5
万平方米的养老服务综合体，规划提
供养老床位 1200张。

如今，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已
为福田打造出“夕阳文化品牌”，每年
举办的“老年才艺展演”、“长者健步
行”、“长者文化大讲堂”等活动都受
到广泛好评；2012 年 10 月成功举办
了“首届长者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实
现“百千万”活动目标：辖区 152 个老
年文化体育团队，参与组织各类文体
活动近百场；参加活动的老年人达
2300 多人；“老年美术、书法、摄影
展”，“长者歌声更嘹亮”，“老年人电
脑、声乐、健康讲座”等活动，受众达
1 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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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闹市社区，却独居清静院
落，还未进门，就听到美妙的歌声
⋯⋯在深圳市福田区园东社区，有
这样一间专门服务老人的日间照
料中心，两年来累计服务老人 5 万

多人次，成为福田区推动适度普惠
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功
典范。

近年来，为切实解决的哥的姐
就 餐 如 厕 难 题 而 打 造 的“ 的 士 码

头”、“20 件民生实事”打造幸福福
田 、“ 大 管 家 居 民 生 活 服 务 平 台 ”
等一系列民生民心工程，让福田区
群众的幸福指数与经济社会繁荣

齐飞。

为辛劳奔波在深圳各地的的哥的
姐们切实解决吃饭难、如厕难、停车难
等“三难问题”，是福田区 2013 年主抓
的 20 件民生实事之一。2013年 8月，
深圳最大的“的士码头”在福田区彩田
北投入使用，成为深圳社会建设的一
大亮点。“的士码头”面积约 1700平方
米，可同时提供 350 余人进餐，每天可
解决 3500位的士司机就餐，年内还将
建设完成 4 个“的士码头”。“的士码
头”的建设是福田创新服务民生的重
要之举，政府鼓励企业拿出自有土地
资源，由企业负责投资建设并按照相
关规定和标准运营，政府方面给予政
策引导及扶持。

与“的士码头”建设一同纳入全年
计划的“20 件民生实事”涉及教育、医
疗卫生、就业等各方面。在教育事业
方面，福田提出强化学前教育的普惠
性和规范性，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
发展，扶持民办教育向高端发展，完善
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在民生保
障体系方面，建设 1 万套保障性住房，
健全租售管理制度，完善多层次住房
保障体系，打造保障性住房示范城区；
在卫生事业方面，完善基本社会保险
制度和单项救助政策，家庭医生服务
实现社区全覆盖等。正如刘庆生所
言，“20 件民生实事”件件工作都是实

实在在贴地而行，让老百姓看得到，听
得到，感受得到。

福田民生工程讲实效求落地，不
做面子不讲排场。目前，“20件民生实
事”计划中，“再创建 20 所普惠制幼儿
园”、“发掘 1 万个就业岗位，促进辖区
居民充分就业”、“社区家庭医生服务
计 划 社 区 覆 盖 率 从 75% 提 高 到
100%”、“创建 130 个司法爱心调解站
点”、“公安系统试点建立群众办证电
子档案，实现市民办证免交纸质材料”
等任务均已提前完成。其中，福田区
家庭医生服务计划已累计签订家庭医
生服务协议 7.66 万户，共 22.53 万人，
累计提供家庭医生服务 75.35 万人
次。此外，在2012年扶持20所幼儿园
实现普惠制的基础上，今年已完成再
建 35 所普惠制幼儿园的计划，并全部
下调保教费，受惠学生达1.65万人。

“科学发展，民生至上。”福田区始
终把牢民生导向，以服务经济引领转
型升级，以顶层设计引领社会建设，对
保障性住房、教育、社会公共安全、医
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等
民 生 事 业 的 投 入 力 度 不 断 加 大 。
2012 年福田区社会公共事业及民生
福利投入 74.3 亿元，同口径占公共财
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75%，比上年提
高 3个百分点。

福田区推出“大管家”社区综合服
务平台，在目前已实质运营的“社区服
务信息平台”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民生
服务资源，改造升级为“福田区‘大管
家’居民生活服务平台”。升级后在原
有 9 大类 50 大项服务项目基础上，融
入养老助老、社会综合事务以及全市

的社会公益平台等品牌项目，作为社
区服务中枢的重要载体,它的重要作
用全面体现。“大管家”已为居民群众
解决求助事项 10 万人次，完成“落地”
服务 1.5 万单，服务网站点击量 285 万
人次，深得辖区居民欢迎和信赖。此
外，在平台上还专设“福田社工热线”，

以专业服务为民解困，在平台服务网
站增设“在线客服”、“短信下发”系统，
与服务热线紧密结合，实现了社区服
务的无缝链接。目前，“大管家”服务
范围正逐步从福田中心城区向周边区
辐射。

2012 年，福田基本实现居民生活

质量与经济发展同步，社会进步与民
生福利发展指数达到 109.5，比上年
大幅提高 9.5 个百分点，增速提高 1.9
个百分点，各项社会事业持续繁荣。
居 民 年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49466.61 元，比上年增长 11.5%，绝对
数位列深圳各区第一，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 21.4%，在全国发达中心城区中
也处于领先水平。今年以来，面对复
杂的经济形势，福田经济总量继续保
持稳中有升，结构调整稳中有进，集约
发展稳中提质，主要指标稳中提速，总
体呈现“总量占优、效益领先”的发展
态 势 ，上 半 年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1163.5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0%，
税收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
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等四项指标在深
圳全市十区排名居首。

与此同时，福田区群众幸福感和
满意度不断提高。《2012 年福田区“首
善之区、幸福福田”发展报告》显示：
2012 年“首善之区、幸福福田”综合指
数 为 106.6，比 上 年 提 高 2.6 个 百 分
点；福田居民幸福感分数 76.6，比去年
有所增长。在被访问的 400 户居民
中，44%的居民幸福感满意度得分在
80 分以上，处于满意状态，60 分以上
的有 97.5%，达到基本满意。

幸福老人 安享晚年幸福老人 安享晚年

民生实事 贴地力行

俯身社区 无缝链接

“生不起孩子，住不起医院。”一些

老百姓曾以这样的调侃来表达就医

难、看病贵的苦恼。在福田区，因推行

“先诊疗后付费”、社区家庭医生计划

等民生保障工程，百姓就医烦恼正在

逐步减轻。

8 月底在福田妇幼保健院经剖腹

产生完孩子的年轻妈妈潘云告诉记

者，她生完孩子三天后即出院，除一小

瓶“安而碘”给宝宝擦肚脐外，医院没

多开任何药。更加贴心的是，出院 7

天、14 天时，社区家庭医生还主动上

门，免费给新生儿检查黄疸和脐带、测

体重身高等发育指标、观察产妇的恢

复情况。医院还提供儿科和产科咨询

电话，有任何不适都能随时咨询。生

育 全 程 除 去 生 育 险 报 销 ，只 花 费 千

余元。

随着福田区大力推进民生建设，

潘云亲身感受到的这种实实在在的便

利，正惠及着百姓衣食住行等生活的

方方面面。比如在今年，福田就新建

了 20 所普惠制幼儿园，发掘了 1 万个

就业岗位，把社区家庭医生服务覆盖

率从 75%提高到 100%，并创建了 130 个

司法爱心调解站点用以受理民间矛盾

纠纷，同时，在年内完成 3500 套企业人

才住房的分配，以政府补贴的形式开

展高雅艺术“低票价”工程，采购 100 场

文化艺术演出丰富百姓文化生活、利

用清理出的零星地块建设 5 个公益停

车场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政府

服务民生方面，福田还推出一系列举

措，提高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即办件的

比例、公安系统试点建立群众办证电

子档案实现市民办证免交纸质材料

等，老百姓到政府部门办事轻松多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福田民生工

作做得扎实，不仅是政府部门想得周

到，也特别为老百姓参与民生工作的

决策、执行、后期跟踪和监督提供便利

通道。在福田区创新推出“开门议事”

后，福田人就充分利用政府这“多开的

一扇门”，把与自身密切相关的意见和

建议拿到政府常务会议现场，为重大

民生决策出谋划策。政府与百姓上下

齐心，协力推进，各项民生工作自然能

落在实处，办在百姓的心坎上。比如

针对“的士码头”的规划建设和有关停

车场管理办法的制定中，福田区就在

一次区政府常务会议上，邀请的士司

机和市民代表参与讨论提建议，邀请

律师从制度设计角度对车辆管理相关

规定提改进意见，内容包括社会公共

临时停车场的规划与建设、社会公共

临时停车场的设立、社会公共临时停

车场的管理、收费标准等，有建设性的

意 见 和 建 议 均 被 吸 纳 到 最 终 决 策

之中。

谈及自身的生活变化，福田老百

姓也不是单纯的感性认识和判断，他

们有更高的热情要求参与到改善自身

生活的行动中去。福田人积极参与一

年一度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调查，指

出不足并要求改进。在福田，无论是

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无不折射出

民本意识的加强，这也显示着科学发

展观在福田正不断深入人心。

贵 在 实 实 在 在
杨阳腾

民生六诀
王世巍

本版编辑 祝惠春

▼福田区“的士码头”。
杨阳腾摄

◀福田

区老人日间

照 料 中 心 ，

社区老人在

这里享受幸

福 晚 年 生

活。
温现青摄

▲多个白领大食堂解决深圳中心城区就餐难

问题。 温现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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