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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深度

人人都会老，家家都有“小”，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尊
老爱幼的中华传统在中国从未中断过。自有历史记载
以来，这种人文精神内核一直延续至今。

喧闹的朋友圈之外，75岁的独居老人熊庭贵经
历了一件暖心事。挂在脖子上的一张小小的“智慧定
位卡”，就是她温暖安心的来源。

家住绥江县南岸镇互助村八组的熊庭贵，在3个
女儿远嫁他乡后，成为一名空巢老人，独自一人生活
在大山深处。因为眼睛不好，一部智能手机她用得十
分吃力。翻找一个电话号码，需要重复五六遍，而手
机其他功能，她完全不会使用。

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60
岁及以上的人口超过了 2.9亿，占全国人口的 21.1%，
其中，空巢老人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预计到 2030
年，空巢老人的数量将达到2亿人。

因身体机能衰退，老年群体日常活动中潜在危险
的发生频率，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而独居老人、
空巢老人，发生概率更高。

今年 1 月，绥江县南岸镇一名 80 多岁的老人走
失，当地出动民警、消防、志愿者、村民近百人上山搜
寻，历时10多个小时才找到失联老人。经了解，这位
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进入一片树林迷了路，老人始
终无法走出树林。

熊庭贵说，两个月前，她也从“鬼门关”走了一回。
当天深夜，熊庭贵突然觉得胸闷头晕，整个人瘫

软无力，她摸索着用智能手机给女儿们打电话，折腾
了五六分钟才顺利拨出去，孩子们焦急地赶回家将她

送到医院，这才逃过一劫。
“用智能手机太复杂了，要是那天没有打通电话，

你们今天可能就见不到我了。”熊庭贵忆起突发的遭
遇，仍心有余悸地说。

4月14日，绥江县南岸镇干部和电信公司工作人员
上门为熊庭贵开通了“智慧定位卡”，将村委会值班电
话和3个女儿的电话号码保存在定位卡里，她只需按
动SOS按键，就能一键紧急呼叫。

“若你身体哪里不舒服，你就按这个键，村委会的
同志就会接到你的电话，他们会很快找到你。”在工作
人员的耐心指导下，熊庭贵很快学会了卡上4个按键
的对应功能。“按红色是呼叫村委会，按1是大女儿，按
2是二女儿，按3是三女儿。”她尝试着按了一下“1”键，
大女儿王流友的电话便被拨通了。“太好了，以前我们
总是提心吊胆，现在不仅可以方便打电话，还能查看老
人的位置，我们终于可以放心了。”通过定位卡，王流友
充满感激。

除了熊庭贵，还有南岸镇互助村六组的黄国华。
由于儿子长年在外务工，12岁的孙子黄万鑫由黄国
华一手拉扯大。如今，爷孙俩已度过相依为命的第7
个年头。

和别的孩子一样，黄万鑫喜欢玩手机，时不时偷
拿爷爷的手机，刷小视频、玩游戏，时间长了，眼睛便
近视了。2023年黄国华给孙子配了一副近视眼镜，
花了 1000余元。自此，黄国华再也不敢让孙子接触
智能手机。但是没有通信设备，上学、放学路上无法
及时联系，黄国华又担心起了孙子的安全。

“这下方便了！可以随时打电话，可以查看定位，
没有游戏功能，再也不用担心了。”当工作人员将“智
慧定位卡”挂到孙子脖子上时，黄国华如获至宝。

“有时孩子不听话，到河边玩，下河游泳，那就危
险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黄国华通过手机在孙
子的“智慧定位卡”上设置了一个电子围栏，若孩子
走出电子围栏的边界，黄国华的手机便会立即收到
报警信息。

“智慧定位卡”是一种和儿童手表类似的智能穿
戴设备，老人、小孩可通过卡上的SOS按键实现一键
紧急呼救，村委会有专人值守后台，能及时提供帮助和
救援，另外3个数字按键对应着3个家人的电话号码，
可以使老人、小孩十分便捷地和家人电话联系。“智慧
定位卡”拥有较为准确的定位功能，通过Wi-Fi、数据
网络、卫星的3重定位，让设备另一端的家人、社工和
村委会等可以随时了解老人小孩的位置。针对老人、
小孩易走失的特点，“智慧定位卡”开通了电子围栏功
能，家人通过手机可在地图上设置安全守护区域，老
人、小孩一旦走出这个范围，“智慧定位卡”就会通过短
信、电话、平台通知等多种方式报警。

相比复杂的智能手机，小小的“智慧定位卡”便
于携带、便于操作、续航时间长，4 个按键的简洁设
计，大大优化了操作，提升了老人和小孩紧急呼救
的便捷性。

南岸镇，绥江县城以西约20公里的移民小镇，大
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在家的大多是老人和小
孩。据统计，南岸镇共有留守儿童409人，留守、独居

空巢、重病重残等老人264人。
“近年来，留守老人突发疾病、意外走失，留守儿

童出门走失等情况时有发生，安全风险非常大，关爱
‘一老一小’，首先就是要守护好他们的安全。”绥江县
南岸镇党委副书记邓峰说，今年初，南岸镇制定出“一
老一小”守护计划，在全镇梳理出因监护缺失或监护
状况较差需特别关注的45名留守儿童和因失能半失
能或监护状况较差需特别关注的 68 名特殊困难老
人，并通过和电信绥江县分公司合作，免费为留守老
人、儿童中的重点群体安装“智慧定位卡”。

“每张卡有1G流量用于定位，有300分钟免费通
话时长。”邓峰介绍，首批安装的“智慧定位卡”共113
张，4月底已全部安装完成。终端购置费由南岸镇政
府和电信绥江县分公司共同承担，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服务费全额减免，小小的“智慧定位卡”降低了老人、小
孩的走失风险，为“一老一小”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一张小卡的背后，需要统筹一大群人。为了让
SOS紧急呼救能发挥作用，南岸镇组建了应急指挥中
心，在各村落实了专人值班值守，志愿者、民政协理员、
社工、治安管理员、片区党支部书记、村民小组长、村医
组成了一支应急救援力量，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第一
时间实施救助。

“关爱‘一老一小’也需要科技赋能，‘智慧定位卡’
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来统筹各方资源，建立以智慧定位
系统为技术支撑、以监护人找寻为主，公安、基层网格
员、社工、志愿者、村组干部联动找寻的多元找寻机
制，从而守护‘一老一小’的安全。”邓峰说。

一张“智慧定位卡”里的温度
通讯员 罗 洪 文/图

“挥毫泼墨，余热生辉。我们昭通是文学之乡，
有一批优秀的离退休干部书画创作者，这是我们的
优势。如何发挥这一优势，让离退休干部书画创作
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昭通市委老干部局一名负责人说。

近年来，昭通市委老干部局以规范化建设为契
机，充分发挥以昭通市老干部诗书画协会等为代表
的老干部社团作用，搭建“点单”创作、爱心义卖、文
化惠民 3 大平台，初步形成离退休干部“作品创作、
价值展示、作用发挥”的闭环机制，激发离退休干部
创作热情，让离退休干部的作品展示出来、价值发挥
出来，助力昭通经济社会发展。

“点单”创作，让书画作品释放“新活力”
“我们创新了活动方式，规范离退休干部书画活

动，通过加强引导、‘点单’创作，打破离退休干部书
画创作‘自娱自乐’的传统模式，为书画创作注入了

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市委老干部局活动中心主
任卢雪琴说。

昭通市委老干部局以离退休干部展示展览展演
活动为契机，在全省率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离退
休干部有关活动的通知》，组织引导全市离退休干部
紧扣春节、建党节、重阳节、国庆节等重要时间节点，
引导离退休干部书画爱好者围绕“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
昭通发展变化”等主题开展“点单”创作，用书画作品
展现昭通离退休干部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

截至目前，全市每年组织开展各类主题书画展
10 余场，展出作品 1600 余幅。引导我市离退休干
部用手中笔进一步讲好昭通故事、传播昭通声音、
弘扬新时代“文明、诚信、包容、友善、淳朴、勤劳”
新风尚。

爱心义卖，让书画作品实现“新价值”
“自己的作品能得到社会认可，实现自身的价

值，心里十分高兴。今后，我们将创作更多的作品，
助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市老干部诗书画协会成

员龚晓鑫说。
2019 年，昭通市在全省率先举办“银

发聚力美昭通，书画寄真情”助力脱贫攻
坚书画义卖活动。活动中 59 件由老同

志创作的优秀书画作品全部成功拍出，共筹得善款
4.4万余元，全部用于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在总结义卖经验的基础上，昭通市委老干部局
让离退休干部创作的书画作品更好地实现价值、服
务社会。结合昭通实际，昭通市老干部诗书画协会
探索建立了“义卖+基金”模式，联合昭阳区大村村
委会制定《大村村“爱心助学基金”管理办法》，义
卖作品收入全部用于资助大村村考上本科的大学
生及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中小学生。

截至目前，共组织开展书画义卖 3场，拍卖书画
作品 120余幅，筹集资金 30余万元，先后为 100余名
优秀学子送上爱心助学金，助力教育发展。

文化惠民，让书画作品展现“新气象”
“昭通市委老干部局每年给予我们 3.2万元经费

开展相关活动。我们开展的送春联下乡、七彩课堂
等活动深受广大市民欢迎，我们将继续发挥出自
己的余热。”市老干部诗书画协会会
长王永昌说。

昭通市委高度重视
老干部社团工作，
每 年 给 予 市

委老干部局下属每个社团保障 3.2万元活动经费，帮
助老干部社团增强组织开展活动的能力，为社团提
供更加广阔的展示平台，吸引更多的离退休干部参
加社团活动，丰富社团的活动内容。

近年来，昭通市银耀乌蒙志愿服务协会、老干
部诗书画协会等社团结合自身实际，先后组织开
展了诗书画知识讲座、“春节送文化下乡”助力脱
贫攻坚、“大手牵小手，老少同心乐”爱心捐书、

“迎新春·送祝福”下基层送春联和七彩课堂等形
式多样的活动，免费为群众创作 3000 余幅书画作
品及若干副春联，为 1000 余名中小学生开展书画
辅导，并与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联合开展法治
文化基层行活动 3 场，助力昭通乡村振兴。

挥毫泼墨献余热 千件佳作耀乌蒙
通讯员 王韦皓

离退休干部书画爱好者在鲁甸崇文中学挥
毫泼墨。 通讯员 李 峻 摄

智慧定位卡。

南岸镇干部和电信工
作人员走访留守老人。

工作人员指导熊庭贵
使用智慧定位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