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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宜居幸福的民生家园，是全面建设宜业宜居幸福市南区的重要目标。今年以来，青岛市
市南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的，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健全完善群众利益保障与
服务机制，着力打造优美怡人的生态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建立优质高效、普惠均等的公
共服务体系，为居民倾心营造宜居幸福的民生家园。

宜居市南区 创造高品质的生活条件

市南区提出，建设宜居市南
区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创
新，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改善
生态环境，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提
升城区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城市
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和智能化程
度，创造高品质的生活条件，让城
区更加适宜人民群众生活居住。

市南区是青岛市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拥有蜿蜒优美的海
岸线，是国内少有的“山、海、城”
相交融的城市风光。特殊的区位
决定了市南区对环境打造有着非
常高的标准。今年以来，市南区深
入贯彻落实青岛市委市政府关于

“东岸老城区重在做优做美，延续
青岛百年历史文脉，彰显山海城
特色，着力加快城区改造提质和
内涵式发展”的要求，将市容环境
整治行动作为提升城区品质、增
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工作来抓，
以城区精细化管理为着力点，不

断完善城区管理长效机制，以植
树增绿为重点，不断优化提升城
区生态环境，努力将外环境“美”
起来，形成了全民参与环境整治
的良好氛围。

在精心打造市容环境的同
时，市南区全力以赴地保稳定、促
和谐，努力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实
现新突破。以加强社区网格化管
理为基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不懈地抓
基层打基础，深化基层组织建设
年活动，抓好基层党组织整改提
高、晋位升级工作，全面完成“建
组织、扩覆盖”工作目标，确保每
个网格都有党组织、每名党员都
在网格中。推行社区网格精细化
管理，把一切能动用的行政资源
注入网格，对各类网格工作人员
明确分工，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元
化、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实现

“网中有格、按格定岗、人在格上、

事在格中”的目标。与此同时，市
南区还全面加强安全社区建设，
其中三个街道今年通过国际安全
社区认证，成为青岛市首批“国际
安全社区”。

在宜居和谐的城区环境里，
市南区的居民素质也在不断提
升。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弘扬“文
明自己、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

“红飘带”精神，积极倡导助人为
乐、拾金不昧、扶危济困、敬老亲
老等善行义举，引导社区居民争
做和谐社会促进者，市南区在全
区范围内深入开展“红飘带”进
社区活动，充分发挥公众的参与
作用，大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针对居民在家政服务、日间照料
等方面的实际需求，组织社会志
愿者力量开展“应急”服务、“便
民”服务。全区700户家庭、2000余
人受益，丰富了“红飘带”精神的
内涵。

幸福市南区 建立优质的公共服务体系

市南区提出，建设幸福市南
区就是要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
生，建立优质高效、普惠均等的公
共服务体系，营造包容大气的人
际氛围，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让
人民群众“学有优教、病有良医、
老有颐养、住有宜居”，享受到更
多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提高幸福
指数，建设幸福市南区。

市南区加大教育资金投入力
度，科学调整学校布局，促进校
长、教师科学合理有序交流，实现
教育资源优质均衡配置，今年以
来，先后荣获中国教育学会“十二

五”教育改革试验区、山东省家庭
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山东省少先
队工作红旗单位等荣誉称号；健
全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为居
民提供优质医疗卫生服务，积极
邀请青岛市三甲医院的学科带头
人和资深专家，开展名医进社区
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省、
市级医院专家服务，活动开展以
来，专家坐诊456次，接诊患者1946

人次；拓宽就业渠道，加快打造功
能完善的就业服务信息网和劳动
保障工作平台，今年，市南区安排
1000万元就业专项扶持资金，开

展充分就业街道创建工程，利用
政府专项补贴开发企业“惠民
岗”，截至目前共新增就业3 . 3万
余人，扶持创业2800余人。

为让每一个居民都能享受到
长期均等化的社区公共服务，市
南区不断加强社区管理服务中心
的配套建设，计划到今年年底，全
区65个社区全部建成1000平米以
上的社区管理服务中心，并不断
丰富内容，完善功能，充分发挥职
能作用。为推动全区养老事业发
展，市南区坚持完善以居家养老
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
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深入推
进“六送”养老服务工作。截至目
前，市南区共有4000余名老人享受
送奶探视服务、6000余名老人享受
送报服务、300余名老人享受送家
政服务，130余名老人享受送午餐
服务，向近17000名80岁以上老人发
放体检补助250余万元，率先启动
了2处1000平方米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和1处2000平方米示范性养老
康复机构建设，全区现已共建成
590多处养老互助点、6处社区老年
食堂，有10支社会组织队伍专门从
事养老服务工作，在全区形成了

“一刻钟养老服务圈”，老人日间
照料体系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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