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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一小 32025年7月22日 星期二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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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镇雄县始终将关爱
“一老一小”作为民生工作的重中
之重，以科学规划为笔、以扎实行
动为墨，用心勾勒出一幅充满爱意
与温情的民生图景。

养老篇：托起幸福“夕阳红”
养老服务事业关乎民生冷

暖。镇雄县通过“问需于民、完善
设施、社会参与”三管齐下，创新构

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
老服务体系，为全县9393名留守老
人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

在旧府街道鲁家院子安置点，
社区针对 60岁以上有需求的老年
人推出“五助+”养老服务模式，提
供助餐、助洁、助急、助行、助医等
基础服务，并配套开展健康讲座、
日间照料、康复辅具租赁等延伸项
目。通过嵌入式服务，让社区老年
群体在家门口实现老有所依、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工作人员每次上
门都会给我量血压、做理疗，还帮忙
打扫卫生、陪我聊天解闷。”68岁的
苏登翠笑着说，“虽然子女在外务
工，但我现在的生活跟儿女在家时
没什么两样。”在养老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的悉心陪伴和照顾下，苏登翠
的晚年生活过得既充实又幸福。

“我们把每位老人都当作自己
的父母来照顾。”旧府街道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朱常曼告诉
笔者，看到老人们脸上的笑容日渐
增多，她由衷地感到开心。该养老
服务中心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和
工作人员贴心的陪护和照顾，让老
有所养的美好愿景转化为社区老
年群体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托育篇：护航成长“向阳花”

托育服务同样亮点纷呈。镇
雄县呢噜坪安置点沛泽苑社区托
管中心通过“托育+管理”“学习+
娱乐”相结合的模式，为孩子们量
身定制“安全守护+素质拓展”兴趣
活动和趣味课程，让1828名托管儿
童享受到更安全、更快乐、更充实
的假期生活。

汤旭阳在托管班认识了很多
新朋友，上托管班的积极性甚至超
过了上学。“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认
领了蔬菜盆栽，我的是豆芽。我每
天都会给它浇水，希望它快快长
大。”汤旭阳兴奋地向笔者展示自
己的“作品”，脸上满是天真烂漫的
笑容。托管中心通过多元化的教
学方式和丰富多彩的课程活动，让

“安心托幼”服务成为惠民利民的
暖心工程。

“一老一小”系民心，一枝一叶
总关情。近年来，镇雄县通过打好

“制度+平台+人员”组合拳，建立
结对关爱机制，明确托管代理、包
保帮扶、监督指导三方责任。截至
目前，全县已建成 58 个养老服务
机构和 262 个村（社区）“儿童之
家”，实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有
人管、有人问”，用系列暖心服务举
措守护“一老一小”，让民生保障网
越织越密、越织越暖。

“我的家，不算大，风景秀丽美如画，幸福
小院享安康……”盛夏的午后，永善县青胜乡
民胜村“幸福小院”里传出阵阵欢快的歌声。

循着声音走进小院，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其
乐融融的画卷：20余位银发老人围坐一圈，63
岁的徐志材手持竹板，踩着轻快的节拍，用充
满乡土气息的自编歌谣吟唱着晚年生活的惬
意。在村委会民政社工的带领下，老人们又齐
声唱起了一首首红歌，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庭院
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很关心、很重视，
专门建设了这个‘幸福小院’，给我们提供了舒
适的活动场所。在这里，大家每天都过得很开
心。”民胜村村民宋元江说道。

这座宽敞明亮的“幸福小院”，坐落于民胜
村的青山环抱中。院内，老人们或围坐一桌切
磋牌艺，或凝神静气对弈棋局，或挥舞羽毛球
拍强健筋骨。社工们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防
诈骗、安全用电等专题活动，为老年群体的晚
年生活构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屏障。自投入
使用以来，“幸福小院”已成为当地老年群体的

“快乐家园”。
“‘幸福小院’全天开放，平时我们也会入

户走访留守老人，详细了解他们在生活方面的
实际需求，切实解决在外务工人员的后顾之
忧。同时，乡卫生院联合村卫生室每年组织开

展体检和‘两癌’筛查。”村“两委”成员何洪方
说，“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让老年人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老有所养。”

走进青胜乡青胜社区的“儿童之家”，映入
眼帘的是满墙五颜六色的绘画作品，彩笔、拼
图、积木等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每逢周末及
寒暑假期间，这里便是孩子们的“快乐天地”。
在社工的陪伴下，孩子们或专注做手工，或阅
读绘本，或认真画画，纯真的欢笑声与蓬勃的
活力充盈着每一个角落。

“我们始终围绕儿童的成长需求开展工
作，不定期组织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以培养孩子
们的兴趣爱好。在寒暑假期间，我们会提供作
业辅导和假期托管服务，同时开展各类安全知
识教育。”青胜乡社工赵益红说，“我们将持续
给予孩子们更多陪伴，让‘儿童之家’真正成为
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港湾。”

青胜乡一幕幕温暖的场景，正是永善县
用心守护“一老一小”的生动缩影。从 13个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投入使用，到 2024 年建成
50个“儿童之家”；从实施适老化改造项目，到
开展“儿童之家”关爱服务活动；从整合优质
医疗资源，到落实兜底保障政策……永善县
以一项项务实的举措，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
生保障工作，稳稳托起全县“一老一小”的幸
福日常。

近年来，水富市高度重视老龄事
业，紧紧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
有所乐”工作目标，不断推动老龄事业
健康发展。

老有所养：推进多元照护服务
水富市大力推进机构照护服务发

展。水富市中心敬老院已运营 16年，
获评“全国模范敬老院”。该院环境优
美、设施完善，设有 112间房、224张床
位，目前集中供养老人156人。水富市
中心敬老院着力推进标准化建设，不
断提升服务规范化与人性化管理水
平 ，员 工 养 老 护 理 持 证 上 岗 率 达
96.8%。在保障老人吃、穿、住、医、葬等
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根据其自理能力
提供个性化服务：组织健康老人开展
健身操、广场舞、乒乓球、台球、棋牌、
图书阅览等文娱活动；为失能、半失能
老人提供送餐送药、穿衣叠被、清洁卫
生、康复训练、心理疏导等护理照料。
同时，建立院民自治管理与互帮互助
机制，鼓励老人根据自身能力、兴趣爱
好参与采购、帮厨、种植、文艺表演等
小组活动，让他们积极参与敬老院管
理，丰富日常生活。

同时，水富市深入推进社区、居家
照护服务。今年 4 月 30 日，位于温泉
社区的水富市“一老一小”综合服务中
心正式启用。该中心总建筑面积 2900
平方米，设有 40 张床位，并配备老年
幸福食堂、书画室、棋牌室、康复室、多
功能活动室、心理疏导室等养老服务
设施，可为老年人提供餐饮、文化娱
乐、教育培训、困难帮扶等服务。水富
市正着力构建以政府托底为主、覆盖
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
已建成养老服务机构 2 个、街道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 1 个、镇级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 2 个、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 9 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3 个、社
区老年幸福食堂 2 个、社区“一老一
小”关爱保护中心 1 个。此外，还有 3
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和 2个社区老年
幸福食堂正在建设中。

昭通永青农村发展服务中心承接
水富市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在 20个村
（社区）招募197名服务人员，为2440名
留守老人、独居老人提供每月2次上门
服务，并定期开展小组活动、社区节庆
活动、老年课堂等。同时，积极引导社
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参与养老服
务：太平镇社工站承接特殊困难老年
人居家探访关爱服务试点项目，云富
街道社工站承接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探访服务项目和“老吾老”关爱计划品
牌项目。

老有所医：夯实就医服务保障
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和医养结合

服务，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健康水
平。提供失能老年人健康评估与管理
服务，水富市 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
口 12100 人，其中，已完成健康档案建
档10995人；开展一般体检10633人，体
检率达 87.88%；实施自理能力评估
10505人，评估率达 86.82%。全市各镇
（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
年为辖区内65岁及以上居家老人提供
2 次医养结合服务，涵盖血压测量、血
糖检测、保健咨询、护理技能培训、康
复训练指导等6个方面，累计服务9850
人次，服务覆盖率达 80%以上。同时，
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疗机构与
养老机构签约合作等形式，为高龄、行
动不便及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上门巡
诊、用药指导等医疗服务。

优化就医流程，提高就医效率。

水富市各级医疗机构均设立老年人就
医预检分诊便捷“绿色通道”，为老年
患者提供挂号、缴费、检查、诊疗等优
先服务。同时，各公立医疗机构实施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收普通诊查
费，3 日有效”政策，即老年患者一次
挂号 3 日内复诊（同科室、同级别医
师）可免缴挂号费。此外，积极推进检
验检查结果互认工作，避免重复检查，
节约老年患者的就医时间，减轻其经
济负担。

加强老年医疗学科建设，提升老
年医疗服务水平。重点推进水富市医
共体总院老年医学科和康复医学科标
准化建设，提高引进先进医疗设备、增
加医务人员等措施，为老年患者提供
优质诊疗服务。创新采用中西医结合
诊疗模式，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
常见慢性病，由中医专家根据患者个
体情况制定针灸、推拿等治疗方案，与
西医治疗形成优势互补，为老年患者

提供精准化、个性化诊疗服务。
普及健康知识，提升老年人健康

素养。以“老年健康宣传周”和“敬老
月”活动为载体，利用广播、电视、微信
公众号等媒介，通过发放健康资料、开
展义诊咨询、举办知识讲座、提供个性
化健康指导等形式，向老年群体普及
健康知识，切实增强老年人自我健康
管理能力，助力实现“健康相伴、安享
晚年”的美好愿景。

老有所乐：文体活动丰富多彩
近年来，水富市秉持“重在参与、

重在交流、重在快乐、重在健康”的宗
旨，全力保障资金投入，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
展演、体育竞赛及文化交流活动，切实
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水富市城乡各处，无论是清晨

还是傍晚，从室内活动场所到户外休
闲广场，随处可见老年人勤于健身的
身影。广场舞、健身操、太极拳（剑）、
健身气功、形体礼仪、乒乓球、羽毛球、
柔力球、气排球、门球……各种老年文
体活动蓬勃开展。老人们乐在其中，
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心情，尽情享
受幸福的晚年时光。

在加强老龄文化建设和兴趣教
育工作中，水富市老年大学春季、秋
季学期开设声乐、舞蹈、朗诵、书法、
手工制作、工笔画、太极拳（剑）等课
程。各门课程学习氛围良好，教学成
效显著。学员们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通过义卖手工作品筹集善款，向养老
机构捐赠爱心物资。2024 年，水富市
老年艺术团成功举办“赞辉煌成就·
聚银发力量”一周年庆文艺演出暨

“彩云之南等你来”群众夜间文化演
出活动，为老年人搭建了展示才艺、
相互交流的平台。

水富多措并举促进老龄事业发展
◆ 通讯员 谭兴华 文/图

永善：
守护“夕阳”美 托举“朝阳”升

◆ 通讯员 杨亚莉 郭 陶 文/图

从“老有所养”到“幼有善育”
——镇雄县用心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 通讯员 林绍博 文/图

日前，巧家县政协在大寨镇官村村组织召开“深化移风
易俗树新风 共筑‘一老一小’幸福家”院坝协商议事会议。
巧家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驻大寨镇县政协委员，镇、村、组
三级干部，村民代表，乡贤人士及特殊困难家庭代表等30余
人围坐院坝，围绕官村村“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和移风易俗工
作展开深入交流研讨，共同谋划发展良策。

会上，巧家县政协文史学习委负责人通报了专题调研
情况和调研组提出的意见建议，官村村“两委”干部及村民
代表就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群众诉求作了详细说明。与
会人员围绕如何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培育文明乡风
充分发表意见，提出了许多符合官村村实际的“好建议”和

“金点子”。
巧家县政协领导表示，此次院坝协商议事会是推动基

层治理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巧家县政协将持续跟进协商
成果转化，定期收集群众反馈意见，不断优化工作机制，推
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让“一老一小”服务更加贴心，让文明
新风吹遍官村村的每个角落。

近日，昭阳区政协在永丰镇虹桥社区组织召开关爱“一
老一小”院坝协商议事会议。昭阳区政协委员、虹桥社区

“两委”成员、驻村工作队、居民代表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等4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老年群体
和儿童群体的生活、教育、健康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致力
于让社区居民老有所依、幼有善育，切实提升社区“一老一
小”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为让协商会议开出实效、商出结果，昭阳区政协多次组
织委员到永丰镇开展实地调研，重点了解虹桥社区爱心食
堂运营、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等情况，通过入户走访广泛征集
群众意见。同时，积极与昭阳区民政局等部门沟通联系，确
定协商议题，为院坝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充足准备。

协商会议上，虹桥社区干部详细介绍了当前社区“一老
一小”群体的基本情况，居民代表依次发言表达诉求，与会
政协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区民政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详细讲解了“一老一小”相关政策，并就群众关切问题现
场作出回应。部分政协委员还发起了关爱“一老一小”爱心
捐赠活动。

经过充分协商，此次院坝协商会搭建起了多方沟通的
桥梁，让政协委员听到了群众心声，并动员社会多方力量为
关爱“一老一小”撑起暖心伞，让“夕阳”更美、“朝阳”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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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罗绍洁

通讯员 王忠文

巧家

昭阳

组织开展老年人体育运动会。

孩子们在“儿童之家”绘画。

群众在养老服务中心练书法。

工作人员为孩子们
讲解自我保护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