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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12月12日讯 为进一步提高
市办实事工作透明度和知晓度，带动提
升青岛市市办实事和民政工作水平，12
月 12 日，市民政局和市残联联合举办
2024 年人民群众“走进市办实事、见证
民生项目”活动，群众代表、“两代表一委
员”、专家学者、机关干部等社会各界代
表共4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500处养老服务站全部运营

当天下午 2 时，现场代表们先后实
地观摩了崂山区中韩街道罗湖路社区养
老服务站、市北区浮山新区街道同和路
社区养老服务站、市南区珠海路街道辛
家庄社区养老服务站，深入了解了养老
服务站建设情况、运营情况及助餐开展
情况，近距离了解老人对养老服务站服
务的满意度。

记者了解到，中韩街道罗湖路社区
养老服务站不仅能够为老人提供干净卫
生、营养均衡的助餐，也向社区范围内工
作、生活的年轻人敞开大门，服务社区群
众，整齐摆放的桌椅，简洁明快的装潢设
计令人眼前一亮。“我们是青岛市首家引
入智能打餐扫码秤的助老餐厅，为了能
够让更多老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
务，我们打造了全智能养老餐饮新模式，
真正实现了老年人自助打餐、自由选择、
精准核算和有效分流。”市北区民政局养
老科科长于亚玫介绍，浮山新区街道同
和路社区养老服务站打造的模式，不仅
解决了老年人分餐克数不均的问题，还
节约了人力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干
净整洁的食堂内，一排排操作简单的智
能化设备给老人们提供了不少便利，赢
得了社区老人的一致点赞。

在珠海路街道辛家庄社区养老服务
站，嵌入式便民服务区令人眼界大开，四
点半学堂、老年大学托起“一老一小”幸
福生活，悦享咖啡吧为社区居民搭建起

一处休闲空间，活力社区康复中心为老
人提供康复按摩服务，智慧社区便民中
心提供物业服务、停车管理、家政服务等
丰富的服务项目，社区餐厅为居民送上
暖心又暖胃的一餐好饭。

随后，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围绕市
办实事项目概况和进展情况作了详细说
明，并与在座群众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
同时请代表们对实事项目完成情况进行
评议、提出意见建议。据悉，青岛养老服
务市办实事工作开展以来，市民政局全
力推进村（社区）养老服务站建设，积极
构建广泛覆盖、便利可及的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网络。目前，全市市办实事 500
处养老服务站已全部建成运营且验收合
格，并超额建成运营50处养老服务站，
有力促进了全市养老事业健康发展。

让残疾人居家环境“有爱无碍”

在崂山区周哥庄社区的残疾人家

中，代表们近距离了解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情况。走进残疾人王崇良家中，
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在门口台阶处新设置
的坡道垫板，家中新增了无线跌倒检测
报警器和紧急呼叫设备，既方便亲属在
外监测其居家状况，也方便其向家属发
出呼叫信号。“他是听力一级残疾，再加
上外伤导致左下肢行动障碍肢体四级残
疾，以前一个人在家时，我们总是担心他
遇到突发情况没法独自处理，自从家里
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加装了很多便利设
备，现在他自己一个人在家，我们也不用
担心了。”王崇良的妻子贾女士说道。因
下肢残疾，王崇良平日里经常居家，如厕
洗浴仍存在障碍，并有跌倒的危险，为
此，崂山区残联为王崇良家中安装了坐
便扶手，消除其如厕障碍，同时增加了无
线可视门铃，方便其发现来访人员。此
外，还为其添置洗衣机、油烟机、电冰箱
等满足其居家生活需求，居家生活环境
得到进一步优化。

与王崇良同样享受到家庭无障碍改造
便利的，还有残疾人王崇悦。因脑血管疾
病和脑外伤致肢体二级残疾，王崇悦平日
里需要长时间居家，如厕洗浴有障碍，家中
取暖和降温条件较差，家中如厕设施破旧。
为了改善家庭居住条件，崂山区残联对其家
庭卫生间进行了改造升级，为其安装了新的
马桶和坐便扶手，减轻如厕困难，同时安装
电热水器解决洗澡困难。“现在家里不仅多
了很多便捷设备，还新增了燃气灶、洗衣机
和空调，住起来冬暖夏凉，既方便又贴心！”
王崇悦的妻子尹女士开心地说。

2024 年青岛市残联推动将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纳入市办实事项目，坚持从
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出发，聚焦精细化服务
和生活便利化，着力解决残疾人“出门难、
如厕难、洗澡难、做饭难、沟通难”等急难愁
盼问题，让残疾人居家环境“有爱无碍”。

“通过综合考虑残疾人类别、程度、特
点、需求及城乡地域差别等因素，科学评估
确定家庭无障碍改造内容，特别是充分利
用智能家居、自动化设备等科技手段开展
智能化家庭无障碍改造，与辅助器具适配
做好有效衔接，业务并联办理，服务同步进
行，全面提升残疾人居家生活质量，基本达
到了‘帮助一人，解放一家，稳定一方’的效
果。”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按照

“一户一案、因人施策”原则，逐一入户开展
调查，实施精准评估，针对性制定个性化改
造方案，确保改造内容与残疾人类别和需
求相符，改造效能更精准、更贴心、更实
用。2024 年全市实施困难残疾人家庭无
障 碍 改 造 930 户 ，占 年 度 计 划 任 务 的
133%，且全部完成验
收和满意度测评，残
疾人满意率100%，认
同感、获得感进一步
提升。

（观海新闻/青岛
早报记者 吴冰冰 吴涵
摄影报道）

早报12月 12日讯 12 月 12 日，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4 年数字青岛发展情况。今年以
来，全市坚持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数字青岛2.0”
工程，数据要素生态指数列全国第 6
位，获评“2024 世界智慧城市使能技
术大奖”。

数字经济全省“四连冠”

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壮大。我市
连续四年在全国数字经济百强市中
排名全省首位，全国第 13 位。数字
产业化稳步向前，新增省级产业大脑
建设试点 4 家、省级示范型“产业大
脑”2 家，省级数字经济园区总量达
10家。海尔、海信入选中国电子信息
竞争力百强，分别位列第 4 位、第 7
位。产业数字化加速推进，巩固扩大
工业互联网领域优势，累计培育国家
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14 家，全球“灯塔

工厂”数量列全国首位，卡奥斯打造首
个千亿级工业互联网品牌，柠檬豆获批
全国“双跨”平台。完成 1000 家企业

“数转智改”，累计培育国家级数字农业
创新应用基地2个。

持续推进数字社会建设扩面。我
市累计推出96个政务服务“一件事”和
城市运行“一个场景”改革事项，教育、
医疗机构检查结果、医保基金支付、工
伤认定等应用场景不断提升。青岛抢
抓数字化转型蓬勃发展重大机遇，积极
推动大模型在政策问答、智能派单、公
文生成等领域场景应用，城市云脑整合
共享 39 万项政务数字资源，城市治理
水平持续提升。在群众办事方面，新拓
展 12 个“鲁通码”应用场景，“爱山东”
上线包含 134 个重点事项的“高效办成
一件事”专区，推出“无证明”应用场景
138 个，为市民办事减免提交纸质材料
超3800万份。

数字文化和数字文明生态体系持续
夯实，“一部手机游青岛”接入旅游资源

超1.9万个，全市4家机构获评省级文化
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数量居全省首
位。全面应用“生态环境一张网”建设成
果，完成全市污染源数据整合，切实提升
大气、水、土壤等管理效能，累计建成“无
废细胞”779个，实现“无废细胞”全流程
线上管理。

布局“数字青岛3.0”

2025年，我市将围绕数字中国战略
部署，坚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工
作主线，做好“数字青岛2.0”收官与“数
字青岛3.0”布局，“五位一体”推动全域
数字化转型。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方面，完善数据
领域顶层设计和基础制度，加快发展数
据产业，持续推进数据生产标准化、数据
资产价值化和数据场景开放化，持续打
造“数据要素×”场景。

数 据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方 面 ，深 化
5G-A、“双万兆城市”布局，加快国际

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设。积极打造
“算网城市”，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做好数据基础设施隐私保护计
算任务试点。

数字经济壮大方面，加快发展“产业
大脑+晨星工厂”，深入实施“人工智
能+”行动，推动国家级“双跨”平台在青
扩面提质。

数字社会升级方面，深化政务服
务“一件事”和城市运行“一个场景”改
革，开展就业、住房等领域公共服务

“微改革”“微创新”，推动城市生活“数
字更新”。

数字政府服务方面，围绕“高效办成
一件事”改革，打造“一人一档”“一企一
档”场景应用，探索“事物码”场景建设。

数字文化创新方面，深度挖掘城市
文化基因，大力发展元宇宙、数字创意等
文化新业态，推动数字文化贸易。

数字生态文明发展方面，推广近零
碳园区、绿色智能建筑、无废细胞等。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文超）

“量身改造”让残疾人生活有爱无“碍”
市民政局和市残联联合举办2024年“走进市办实事、见证民生项目”活动

扫码观看相关视频
剪辑 记者 江彩雯

全球“灯塔工厂”数量居全国首位
“数字青岛2.0”攻坚建设成果发布 城市云脑整合共享政务数字资源39万项

王崇良在家中通过坡道垫板便捷入户。 王崇良家中安装了坐便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