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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作家深圳採風行走進園嶺街道

高度讚譽園嶺創新服務新模式
深入長城社區體驗科技創新賦能養老創新服務；置身深圳

最美書店——物質生活書吧，品味獨立書店的文化堅守；步
入街道文化站，領略園嶺街道的濃厚藝術氣息。

9月25日，由葉延濱、王剛、張梅、荊歌、龍一、興安、
全勇先、趙潔等在內8位全國著名作家組成的 「第12屆品鑒
嶺南——中國著名作家採風團」 走進深圳市福田區園嶺街
道，感受園嶺的文化氣質，見證園嶺的幸福生活。園嶺街道
通過服務創新、技術創新等構建的為民服務新模式令採風團
印象深刻，獲一致讚譽。

據了解，近年來，園嶺街道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
想，取得一系列利民、惠民、便民成果。聚焦未成年人發
展，創新打造兒童友好街區、率先創建未成年人保護站；關
愛長者，建成園嶺八角樓托養中心、社區長者食堂，搭建智
慧健康養老數字化服務平台；服務家庭，高標準建成家庭發
展服務中心、智能立體停車樓；守護平安，統籌構建八卦嶺
平安建設中心。努力打造民生幸福標杆，擦亮轄區居民群眾
的 「幸福底色」 。 冰陽 陳彥潔 黃裕勇

5G+智慧養老服務平台工作人員向採風團介紹項目
功能。

園嶺街道是深圳最早建立的街道之一。根據第七
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園嶺街道60歲以上的老人已
經超過10%，許多參與建設深圳改革開放的老人居住

在此，養老需求迫切。
在養老實踐中，針對居家養老存在的無人看護、服

務供應單一、養老成本高三大問題，園嶺街道探索建
立了街道有平台、社區有管家、小區有支部、居家有
智慧的基層四級養老新模式，聯合國企天威視訊，利
用前沿5G技術和AI人工智能技術，打造5G+智慧養
老服務平台，目前已在長城社區完成70戶前期試點工
作。平台以智能傳感技術為 「抓手」，打通了養老最
後一米，是社區養老模式的先驅者與實踐者。

「根據我們現在養老現狀的研究，有90%的老人都
更傾向於選擇居家養老，想問作家們三個問題：第
一，老人在家發生意外，我們該如何發現？第二，
老人的需求多樣化，我們該如何滿足？第三，老人
的陪護費用高，我們又該怎麼解決？」

在園嶺街道長城二花園，5G+智慧養老服務平台工
作人員向採風團介紹該項目的功能及特點時表示，

「火柴人」由智能傳感技術捕捉居家長者的動態數
據，能夠實現全天候24小時無間斷看護老人服務，
當人工智能傳感器檢測到異常行為時，可無感判斷
跌倒、求助等行為，會立刻在後台發出緊急事件報
警，並由24小時輪班的智慧養老服務平台客服團隊
根據具體情況實施緊急聯繫人通知、呼叫救護車等
多種救助行為，以保證老人生命安全。

其次，通過造價較低的智能傳感器平台的搭建，
幫老人建立健康數字化檔案，對於超出正常閥值的
數據可立即發出預警信息，同時可以為家庭醫生判
斷慢性疾病提供數據支持。

在隱私保護方面，平台使用全球尖端的人工智能
數字孿生技術，將老人外部特徵轉化為 「火柴
人」，隱藏老人所有面貌信息，只識別老人行動軌
跡，並通過5G+MEC邊緣計算系統，確保數據處理
不離開老人的房子。

5G+智慧養老服務平台所具有的科技領先、人工智
能、便捷安全，以及造價低、實用性強、易於推廣
等獨有特點，引起了採風團一行強烈關注。在項目
講解結束後，作家們依然駐足興致勃勃詳細了解該
項目的技術性能等。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金馬獎最佳編劇獲得者王剛
驚嘆園嶺街道養老模式的智能化： 「在老齡化問題
逐漸凸顯的今天，園嶺街道的5G+智慧養老服務項
目，應該上報中央政府，並向全國推廣。因為它造
價成本比較低，不改變老人的生活習慣，不需要學

習成本，就算是獨居老人，也能保障老人的養老安
全，還能最大程度上保護老人的隱私，是一項真正
造福老人的新技術。」

值得一提的是，當日中午離開園嶺街道後，智慧
養老話題依然成為採風團談論的 「主旋律」。

蘇州市作家協會原主席、著名作家、書畫家荊歌
由衷感慨： 「深圳園嶺街道 5G+智慧養老服務項
目，從某種意義上講，化解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
化及城市文明之間的一個衝突點。孝，乃中華民
族傳統之美德。自古就有百善孝為先的說法，而

孝也自然成為了一個評價人們道德素養的尺度，
在百姓口中常講 『養兒防老』 『盡孝道』。然
而，在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不斷城市化的環
境中，在大中城市工作及打拚的青年人，在快節
奏及工作壓力下，面對父母長輩的養老問題，根
本無法分身長時間去照料老人。如何破解這一社
會難題？園嶺街道5G+智慧養老服務項目正是解決
此問題的最智慧好辦法。這樣的項目，是真心為
民服務的好項目，更能體現出一個為民解憂的好
政府！」

在園嶺街道，持續保障 「食有所安」。園嶺街道
長城社區黨委充分發揮黨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的領導
核心作用，整合空間資源，推動近300平方米的社區
長者食堂升級為社區食堂，升級後的社區食堂服務
範圍預計覆蓋周邊23000餘名居民群眾。

記者獲悉，園嶺街道食堂為特殊群體和70周歲以
上的戶籍老人提供5元/餐/人就餐補貼。真正做到了
讓社區老人 「老有所依」 「老有所養」，亦方便了
周邊居民在社區就餐。

推進 「幼有所教」。百花兒童友好街區位於園嶺

街道白沙嶺片區，是深圳市首個建成的 「兒童友好
街區」。2020年9月3日，百花兒童友好街區正式開
街。在該街區，為兒童提供自然非動力、好創意
的，可自我探索、自我創新、多元玩法的可持續兒
童遊戲樂園等。街區成功承辦兒童友好社區日活動
並成功接待22國駐華使節代表參訪交流、全國政協
第十三屆婦聯屆組別參訪交流，總計接待國內外調
研人員32批次，共700餘人。

落實 「病有所醫」。園嶺街道南天社區南天二花園
的家庭健康服務中心，是廣東省首個國家級家庭健康

服務中心。內設幼兒天地、創造樂園、諮詢區、青春
加油站、心理健康諮詢室、視聽室、健康食堂、健康
講堂、頤養堂等 「一地一園、一區一站、二室三堂」
九大功能分區。初步形成了醫療諮詢、公共衛生、疾
病預防、婦幼保健、科普教育、健康管理等 「醫、
衛、防、保、教、康」六位一體融合發展的全生命周
期整鏈式健康服務與管理模式。

食有所安，幼有所教，病有所醫，採風團深感於
深圳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切實惠及百姓，並表示由
衷佩服園嶺街道為居民提供的全方位服務。

採風團一行還在園嶺街道文化站參加了座談會，園
嶺街道辦黨工委副書記蘇志權對作家們的到來表示熱
烈歡迎。參會作家就園嶺巨變、社區養老等話題分享
了自己的心得體會。

著名作家、張藝謀諜戰電影《懸崖之上》的編劇全
勇先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到深圳的印象，當時的深
圳還是一片荒蕪，與今天的深圳是天差地別。 「完全
認不出來深圳了，經過今天參觀園嶺街道養老等各個
領先項目，深入了解園嶺街道後，我覺得深圳特別好
的一點是，深圳是市民化的城市，也是改革開放的前
沿城市，是一個純粹的城市，是很讓人舒服的，感到
親切的，所以蠻高興再來到深圳，來到園嶺街道。」

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電視金鷹獎獲得者、著
名電影電視劇編劇張梅長住廣州，常到深圳來，她說，
「我對園嶺街道有着很深的感情，早些年經常到園嶺

來，從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看着深圳，看着園嶺成
長起來，特別親切。如今園嶺的變化非常大，今天參觀

了園嶺的社區養老模式感觸很深，園嶺的養老服務做得
太好了。我住在廣州，我覺得廣州應該來這裏，學習一
下先進的技術和超前的服務意識，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
面臨老去的這一天，今天走進園嶺的採風行非常有意
義。」

小小「火柴人」 科技賦能園嶺養老

為民解憂好項目 率先破解城市化養老難題

食有安幼有教病有醫 構建多維度立體化服務模式

採風團一行在園嶺街道留影採風團一行在園嶺街道留影。。

第十二屆 「品鑒嶺南」 中國著名作家深圳採風團名單

採風團一行在園嶺街道文化站參加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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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開有着 「深圳最美書店稱號」 的
物質生活書吧大門，可以看到許多中
小學生們在書吧中讀書、做題，這既
是園嶺街道作為學區重地的特色，也
是物質生活書吧的包容之所在。作家
們融入其中，隨手翻看書籍和文創產
品，聽着學生們低聲的討論，園嶺獨
有的生活氣和書捲氣讓作家們着迷。
窺一斑而知全豹，處一隅而觀全

局。20多年來，物質生活書吧一直靜
靜地立在百花二路上，守護着園嶺，
見證着一代代居民的成長，承載着園
嶺居民的點滴回憶。
隨後，採訪團一行來到園嶺街道辦

事處文化站，參觀了街道書畫社和展
館。據悉，該文化站搭建了一個公共
文化交流平台，有效整合多方資源，
實現文化資源在社區居民間的有效共
享，進一步推進了文化氛圍深入社
區，滿足了居民的文化需求。
本次作家採風團團長、中國作家協

會詩歌委員會主任葉延濱表示： 「社
區文化是社區建設的 『根 』 與 『
魂』 ，走進園嶺街道，能感受到濃烈
的文化氣氛，可見園嶺街道在社區文
化建設上下的功夫。我覺得抓住 『一
老一小』 是一個社區非常重要的兩個
努力方向，園嶺街道都做得很好，對
老舊小區的改造和升級提供了很好的
參考模板」 。
社區文化是城市文化建設的基石，社

區文化在城市文化建設和生活中有着舉
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多年來，園嶺街
道始終將開展社區文化建設作為一項重
要工作， 「文化進社區活動」 為園嶺居
民營造濃厚的文化氛圍，有力地推動了
園嶺社區的文明建設，使園嶺居民的文
化素質和園嶺的城市文化品位得到提
高，為園嶺全面建設高品位文化社區邁
出了踏實的一步。

採風團一行參觀書吧採風團一行參觀書吧。。

「淺淺敘回憶」
回顧園嶺巨大變化採風團團長

葉延濱

採風團成員

王剛

張梅

荊歌

龍一

興安

全勇先

趙潔

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主任，迄今已出版個人文學專著51部，作品自1980年以來先後被
收入國內外500餘種選集以及大學、中學課本。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金馬獎最佳編劇獲得者），代表作品：《英格力士》《月亮背面》《天
下無賊》《甲方乙方》。

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電視金鷹獎獲得者），代表作品：《酒後的愛情觀》《暗香浮
動》《口水》《夜色依然舊》等，曾擔任《周漁的火車》等電影電視劇的編劇。

號累翁，蘇州市作家協會原主席，著名作家、書畫家，代表作品：《八月之旅》《千古之
愛》《鳥巢》《愛你有多深》等。

天津市作協副主席，電視劇《潛伏》原作者，代表作品：《烹調愛情》《借槍》《接頭》等。

作家出版社創意合作部主任，文學評論家、編審，水墨藝術家，著有散文集《伴酒一生》
《在碎片中尋找》及評論近百萬字。

著名作家、編劇，張藝謀諜戰電影《懸崖之上》編劇，主要作品：長篇小說《獨身者》
《昭》《雪狼》《妹妹》《恨事》。

廣州日報文娛部原主任，正高（一級作家）職稱，散文集《溫馨萬花筒》獲廣東省新人新作
獎，著有長篇小說《我愛你，與你無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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