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国都市报5月29日讯（记者王子
遥）“随着海南自贸港相关政策的落地，

我觉得海南已成为充满了活力的热土。”

5月28日上午，全聚德海南首家直营门店

在海口王府井海垦广场正式开业。中国

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总经理周延龙在开业仪式上直言，

自贸港的建设对于海南意义重大，也推

动了更多企业前来海南探索发展机遇。

据了解，创建于1864年的全聚德是

中华老字号餐饮企业，在国内餐饮行业

享有盛誉。截至2024年底，全聚德旗下

品牌在国内外已开设直营、加盟连锁餐

饮门店共计101家。此次全聚德海口店

的开业，填补了该企业在华南市场的空

白，进一步完善了其在全国的门店布局。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上，全聚德正式官宣将落

地海南。在全聚德方面看来，海南首店

的开业是该集团深耕海南自贸港市场的

重要一步，也是推动中华饮食文化传承

与创新的又一积极举措。周延龙称，门

店试营业期间可以说是宾客如云，诸多

消费者对该品牌在海南的落地表达了欢

迎之情。

谈及落地海南的因素，周延龙表示

首先是政策优势，他直言海南自贸港已

成为一个非常开放的区域。“我们属于传

统服务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品牌文

化、产品乃至服务理念，都是支撑我们企

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石。如今海

南具有开放的良好政策环境，所以我认

为餐饮老字号进军海南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早来比晚来要好，我们希望能够在这

里落地生根。”周延龙说道，“作为一个餐

饮老字号，我们希望在海南岛传递我们的

美食文化，弘扬我们的企业形象。”

事实上，作为省外企业，全聚德在注

册落地时就已经感受到了海南从政策环

境到营商环境的提升，也感受到了海南

各级相关部门对于企业落地的欢迎。

谈及在海南的发展计划，周延龙认

为首先在短时间内企业还是要在本地市

场经过一个落地磨合的过程，力争产品

服务与经营理念能够得到本地消费者广

泛的认同。此后，全聚德将逐步探索将

集团旗下更多品牌带到海南。“全聚德是

一个多品牌的集合，除了161岁的权益

德，我们还有今年100岁的法善，还有95

岁的丰泽园和66岁的四川饭店，我相信

这些品牌分别在京鲁菜、川菜、宫廷菜，

这些在各自的赛道中都具有相对的优

势。我们有信心能够寻找合适的机会，

把我们的品牌全面地带给海南的消费

者，收获很多海南消费者的支持。”

聊 来
“”

企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周延龙：

海南自贸港有政策优势
希望全聚德在此落地生根

《通知》明确，家庭养老床位是指面

向居家养老的失能老年人，依托符合条

件的养老服务机构，为其提供居家适老

化改造、智能化配置、上门照护服务，让

老年人在家就能享受连续、稳定、专业照

护服务的养老服务形式。

海口市家庭养老床位的服务对象，

是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国家标准，被评定为轻度

及以上失能等级的本市范围内常住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工作中应重点考虑将

失能的经济困难（低保、特困、低保边缘

等）、孤寡、独居、空巢、留守、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等老年人（以下简称特殊困难老

年人）纳入家庭养老床位服务范畴。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由其本人、家

属或监护人自行选择开展家庭养老床位

的服务机构，并向服务机构提出设立家

庭照护床位的申请。服务机构入户走

访，了解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床位建设需

求和家庭居住环境等情况。养老服务机

构对提出申请的老年人按照《老年人能

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要求

进行能力评估，形成评估报告。服务机

构根据老年人能力评估等级评估结果，

结合老年人家居环境及服务需求意愿，

为老年人制定适老化、智能化改造方案

和照护服务计划，签订服务协议。

扶持政策方面，新建家庭养老床位

为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为轻、中、重、完

全失能的海口市户籍老年人连续提供服

务6个月以上，且经区民政部门验收合格

的家庭养老床位，享受建床资助。

建床资助方面，特殊困难老年人家

庭建床按照每张床位给予不超过3000

元的标准补助（建床资金应不低于建床

资助），其他海口市户籍老年人按照建床

资金的80%予以资助，最高不超过2400

元，不足部分由老年人家庭自行支付。

享受3000元建床资助的适老化、智能化

项目改造均应不低于6个项目。每位老

人限补助一次，同一住址有2名或以上老

年人建床的，对共同使用的适老化与智

能化设施设备不重复资助。已完成困难

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的，按照每张床

位1000元标准给予建床资助。

护理资助方面，与服务机构签订6个

月以上服务协议，且经老年人能力评估

达到轻、中、重度、完全失能建床的海口

市户籍老年人可享有护理资助，资金按

月据实结算、不累计和转赠他人使用。

其中轻度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100元，

每月上门次数不低于4次；中度失能老年

人每人每月200元，每月上门次数不低

于6次；重度、完全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

300元，每月上门次数不低于8次。本资

助不以现金形式发放，应根据老年人能

力评估等级和实际服务协议收费（原则

上护理资助应不高于服务费用的50%，

超过部分由老年人自行承担），对冲抵扣

服务收费。护理资助由服务对象在服务

机构的协助下，向区民政部门申请。

服务机构已建成且服务于经老年人

能力等级评估达到轻、中、重度、完全失能

的海口市户籍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床位，每

张床位每月给予150元运营资助。由服

务机构按季度提交服务协议及服务记录

等凭证材料向区民政部门申领。

相关政策衔接方面，《通知》指出，海

口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后，家庭养

老床位服务机构为长护险定点机构，服

务对象已按规定享受海口市长护险待遇

的，不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护理资助。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对象在经老年人

能力等级评估后，达到相关失能等级的，

可转型升级为相应资助标准（政府购买

居家养老服务补助、护理资助相叠加）的

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原政府购买居家养

老服务不再重复享受。分散供养特困老

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的，服务对象已

择高按照救助领域供养护理标准享受家

庭养老床位服务的，则不再享受护理资

助。享受家庭养老床位护理资助的，可

同时享受养老服务补贴、高龄老人津贴

等相关补贴，不再享受照料护理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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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2家新建
菜篮子便民网点开业
还有逾80个网点将陆续建设

南国都市报5月29日讯（记
者王子遥）为进一步优化海口市菜

篮子供应布局，解决市民“买菜难、

买菜贵”的问题，日前，两家新建的

海口市菜篮子便民网点——菜篮子

海航豪庭南苑店和菜篮子怡心路店

已正式开业运营。

5月29日一早，记者在菜篮子

海航豪庭南苑店看到，琳琅满目的

蔬菜摆满了货架，工作人员正在统

计销售的品类以及进货的数量，不

少周边市民已在店内细心选购各类

菜品。“我们小区附近没有菜市场，

如今家楼下就有了菜篮子便民网

点，可以说是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

日常购菜需求。”家住海航豪庭南苑

的居民陈女士说道。

当天，在位于海甸岛的菜篮子

怡心路店，同样有众多居民在店内

选购。记者注意到，该门店除了蔬

菜、副食、水果外，还有合作的肉类

产品供应销售，吸引了不少周边市

民前来。

据了解，根据海口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于去年印发的《2024年菜篮

子平价菜便民网点布设方案》，海口

已在海口市范围内规划选取共计

84个菜篮子便民网点建设点位，其

中秀英区16个，龙华区32个，琼山

区11个，美兰区25个，由海口市菜

篮子集团稳步推进网点的建设工

作，菜篮子海航豪庭南苑店和菜篮

子怡心路店便属于首批完成建设的

2个点位。下一步，该集团将加快

相关网点的建设进度，让平价菜、放

心菜走进更多社区，不断提升市民

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全国首艘
可乘26人游艇
在三亚成功首航

标志着海南开展放宽游艇
乘员定额政策试点工作启动

南国都市报5月29日讯（记
者 王小畅 通讯员 王道）5月27日

上午，全国首艘乘员定额26人试点

游艇“海道”号在三亚市顺利完成首

航，标志着海南省开展放宽游艇乘

员定额政策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据介绍，为保障试点游艇安全

首航，试点工作顺利开展，海南海事

局会同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放

宽游艇乘员定额数试点工作方

案》，明确试点游艇安全管理要求

细节和服务保障措施。完善游艇

开航前管理、航行动态跟踪等措

施，建立突发情况应急预案，指导

试点游艇制定“一船一策”方案，开

展消防、救生演习。

试点游艇航行期间，海南海事

局实行“专人专责”机制，采取“执法

人员随船监管、海巡船艇现场护航、

电子设备远程跟踪”等立体管控模

式，对试点游艇航行全过程进行动

态监控，有效应对航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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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将对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服务进行补贴

每张床位最高补助3000元

记者从海口市民政
局获悉，为丰富本市养老
服务供给，满足老年人居
家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海
口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
展，近日，海口发布《海口
市民政局 海口市财政局
关于持续推进家庭养老
床位建设和服务工作的
通知》（海民规字〔2025〕
1号）（以下简称《通知》）。

南国都市报记者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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