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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
‘一老一幼’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
其中，“幼有所育”是衡量城市幸福指数的
重要标准，也是近年成都各项社区工作的
着力点和发力点。

暑假期间，孩子的照护问题令许多家
长感到“心累”——托育机构离家远、托位
紧俏，好不容易找到，收费又超出预期。

但这一问题，随着全市越来越多的
“蓉易托”社区智慧托育中心建成而随之
化解，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如今送到了市
民家门口。

一块块积木堆叠，没多久便成了大
厦；几个孩子合力，一座“城市”慢慢有了
雏形。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兴隆街
道蓉宝宝托育中心里，孩子们正在保育师
指导下发散着想象力。

依托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
修建而成，“蓉易托”社区智慧托育中
心突出节本增效理念。“价格比外面低
了不少，靠谱吗？”谯先生开始将信将
疑，来到中心走一圈，教室功能多、教
具新，工作人员资质齐全，他便把心放
到肚子里。

“成本低可不意味着服务会‘打折’。”
蓉宝宝托育中心负责人赵鑫解释，成都鼓
励国有企业、示范性托育机构等投资建设
社区智慧托育中心，支持以公建民营、购
买服务等方式引入专业机构规范化管理
运营。

目前，成都已建设“蓉易托”社区智
慧托育中心 40 余家，评选市级优秀“蓉
易托”社区智慧托育中心 12 家，带动新
增普惠托位万余个。“入托难”逐渐有了
解决之道。

不断丰富优质供给，成都还打造“15
分钟托育服务圈”。2021 年以来全市新
增 备 案 托 育 机 构 281 家 ，总 托 位 数 较
2020 年增加 1.09 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
较 2020 年增加 1.61 个，托位缺口正按计
划有序补齐。“‘入托贵’得到有效缓解，
群众托育愿望上升，入托率较 2020 年提
高了 2.7 个百分点。”成都市卫健委相关
负责人说。

近年来，成都将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作为营建全龄友好包容社会的重要内容，
全面推行托育机构健康管理员制度、大力
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严格实行监管规
范⋯⋯创新探索落地见效，民生实事稳步
推进，成功入选首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
示范城市。

举办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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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民生
的关注从不只是“一老一幼”，更是要让全龄人
群在此找到幸福。

“毕业意味着失业？”“如何找到一份满意
的工作？”⋯⋯毕业季到来，2023 届应届生正式
走出校园迈向社会，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成
为他们当下所要面对的现实。

7 月 2 日，“喜迎大运·乐业成都——成都
市 2023 年‘百日万企高校毕业生系列招聘活
动’启动仪式暨现场招聘会”在成都世纪城新
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拉开帷幕，招聘会现场组
织参会用人单位达 405 家，招聘需求岗位共
11547 个，平均月薪 7477 元，其中，79%的岗位
针对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81%的岗位面向应
届毕业生、不设工作经验限制。

据成都市就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百日万企高校毕业生系列招聘活动”，
将集中 100 天时间，筹集 30 万个就业岗位，
举办 700 场次以上活动，不间断地提供岗位
对接、职业指导、培训见习等全方位多层次
服 务 ，全 力 护 航 高 校 毕 业 生 等 青 年 高 质 量
充分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更能带动就业。
“成都今天温度适宜，空气质量优⋯⋯”走

进位于天府菁蓉大厦中的成都睿乐达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蓉宝”机器人正在热情地与参
观者进行互动。

“蓉宝”机器人拥有“智能大脑”的背后，离
不开一支由全球科技人才组成的技术研发团
队。据了解，成都睿乐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睿睿、CTO罗振军都是伦敦大学国王
学院机器人学博士。

人才能留住，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支持。张
睿睿告诉记者，在成都创新创业的这几年，他
切身感受到了成都给予人才的温暖。

切身感受到成都给予人才温暖的，并不只
有以张睿睿为代表的海归人才，还有在蓉的
622.32万各类人才。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近年来，成都全力
争创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加快建设全国创新
人才高地。在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方面，成都出
台人才新政“1.0”“2.0”“3.0”版，推动从“拼政策
给优惠”向“搭平台给机会”再向“优平台营生
态”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成都人才总量达
622.32万人、居全国第4位。

以人民为中心，顺应百姓期待。成都在奋
力打造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新征程上，把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一
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群众看到
变化、得到实惠，让幸福生活触手可及。

按下按钮

，就有人来帮忙

成都已建成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

35

个

近段时间，位于锦江区的一家社区食堂频频冲上网络热搜。
7 月 23 日中午 12 时，正值用餐高峰期，食堂门口排起了长队，

人群中从 8 岁的孩童到 80 岁的老人皆在其列，一家食堂为何能引
发全民热爱？

这家坐落于锦江区成龙路街道粮丰社区的R29社区智惠食堂
今年 5 月正式运营，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已吸引了大量“铁粉”。进
入7月，持续高温，这个社区食堂更是成为附近居民离不开的“家庭
餐桌”。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强调，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
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
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紧紧围绕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

保障建设，促进民生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始终坚持不忘初
心、为民惠民，把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秉持“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是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用心用情回应民生关切、增进民生福祉。

民生领域的“关键小事”，始终是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
截至今年上半年，类似这样的社区食堂，在成都已建成近1000

家。而这正是成都推进全龄友好包容社区建设的一抹亮色，如今，越
来越多的社区正围绕全年龄段、全生命周期、多场景、多业态为每一位
市民提供高效服务。社区，已不仅是生活居住地，更是幸福发源地。

“巴掌”社区，折射出成都“幸福美好生活”质感。从姗姗学步
的孩童，到逐梦蓉城的青年，再到安享暮年的老人，让他们的美好
生活触手可及，是愿景，更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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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住行娱，对老年人而言，最重要的不仅仅是
饮食，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同等重要。而在成都，
像 R29 社区智惠食堂这样广受老年人欢迎的地
方，并不在少数。

7月上旬，位于金牛区川建南一路的沙河源街
道友联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内，灯光明亮、安静祥
和。宽敞的大厅里，家住在周边的李大爷正在练
习毛笔字，他使用的笔墨纸砚，正是由养老服务综
合体免费提供的。

现年78岁的李大爷，是这里的常客，从居住地
到这里，他步行只需要 20 分钟。而吸引他来到这
里练字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安静良好的环境，更是
这里有着专业的服务和同龄的玩伴。

金牛区沙河源街道友联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
于2021年3月3日正式启用，是成都首个投入运营
的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其隔壁就是沙河源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自运营以来，每天都吸引着不少
老年人的到来。

幸福晚年不仅落地社区，更是走进了老人们
的家中。

“有了这个小小的按钮，只要按一下，就有人
来帮助我，心里感到踏实、安全多了。”来到锦江区
成龙路街道华新社区居民罗永跃老人家中，他口
中的小小按钮，正是6月底社区为他安装的一套家
庭智能报警设备——入户门上安装有门磁检测
器，燃气报警器安装在厨房的天花板上，红外传感
器则安装在家中一侧墙体上，卧室里安装了 SOS
紧急呼叫器⋯⋯

一个个“智能管家”，为老人的老年生活增添了
一份安心。“有了这个家庭智能报警系统，我的生活
方便多了，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随时了解我的健康状
况和居家生活情况。”罗永跃老人高兴地说道。

聚焦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是成都实施的幸福
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
程”的重点之一。

着眼成绩单，去年，成都以街道为单位，建成
集老年人全托、日托、助餐、医养结合、康养服务等
多种为老服务为一体的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
35 个。展望今年，成都将推进空巢独居老年人适
老化改造10000户、开展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
设、新建老年人助餐点100个。

市民在社区食堂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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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持续推进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巴掌”社区里的“全龄友好”

成都已建成社区食堂近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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