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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领导和社会爱心人士选择这
个时间段来看望老人，就是要让他们感
受到这个春节不寂寞、不孤单，有人在
想着他们。”说这话的是天津市宁河县
民政局副局长强亚江。

农历腊月廿三一大早，记者来到天
津市宁河县养老服务中心，亲身感受到
了家一样的温暖。养老服务中心主任
安秀功介绍说，为了给老人们过一个幸
福祥和的春节，特别是让城镇“三无”老
人和农村五保老人感受到家的温暖，工
作人员提前 10 多天就开始为老人们购
买了新衣服、春联、水果等。

80 岁的王守德老人在这里住了 21
年，见到有人来看望，老人热情地招呼
大家坐下，激动地说，“马上要到春节
了，侄子想接我回家过年，可是我还是
想在这里过，这儿像在自己的家一样，
我喜欢这里，吃的喝的一样不少，腊月

廿三吃年糕、三十晚上吃水饺、初一饺
子、初二面，完全跟家里一样。”

今年 64 岁的鲁作成老人，家住宁
河镇鲁庄村，来养老服务中心才 7 天。
老人说，“这里可比家里强多了，中心工
作人员每天上班后和午饭后都来帮忙
打扫卫生，早晨还替我叠被、打水，态度
很和蔼，每周二和周四为我洗衣服，想
得很周到。”

养老服务中心还制定了详细的送
药制度，确保老人用药安全。安秀功介
绍说，中心药物管理实行统一发药，不
让老人直接接触药物，由值班医生将处
方直接下到药房，药房工作人员将药分
好，按处方要求定时定量送到老人屋
内，看着老人服下。

“有时候，老人也会因想念亲人而
偷偷抹眼泪。”护理医生吴承静告诉
记者，从元旦开始她就特别关注这些

老人情绪上的变化，上下午每个房间
都 转 一 遍 ，对 有 病 的 老 人 着 重 多 询
问、多记录。在伙食方面，见有的老
人 生 病 了 ，就 嘱 咐 做 一 些 病 号 的 伙
食，尽量给老人们更为细致的照顾，
让他们体会到家的温暖。

为了让老人们开心过大年，养老
服务中心还精心编排了一台晚会，想
在农历大年三十晚上边演出边聚餐。
王守德悄悄告诉记者，“年轻时他就是
京剧票友，为了感谢工作人员多年来
对他的关心和照顾，他特意准备了京
剧 《智取威虎山》 选段。”

记者在食堂的墙上看到了中心精
心拟定的一份春节期间食谱，其中不
仅有饺子，还有鱼、虾、肉，等等，
餐餐都不同，既考虑到老年人的营养
膳食合理搭配，还兼顾了他们不同的
饮食习惯。

这 里 的 老 人 不 孤 单
本报记者 郑 彬

文明出行 尊重他人
2015 年 2 月 14 日 阴

西安北站值班站长 李振鹏

春运期间，旅客不文明现象时有发

生。在公共场所脱鞋、占几个座位睡觉等

不文明行为，既损害了旅客的个人形象，

也影响公共环境。我们工作人员发现后，

会在第一时间劝说和制止，旅客大多会马

上纠正自己的行为，但也有些旅客依旧我

行我素，甚至恼羞成怒。对此，我们在希

望旅客自律的同时，也要求工作人员注意

自己劝说的方式方法。我想，给予旅客应

有的尊重是最需注意的。

今天，在西安北站，有位旅客在候车大

厅吸烟，工作人员提醒他，大厅严禁吸烟，

这位旅客突然情绪激动，和工作人员大声

理论，并坚持说禁烟的规定自己从未看见

过，不接受。旅客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工作

人员赶忙找到我。我先请旅客去办公室休

息一下，喝点水，稳定情绪，之后将国家在

公共场所禁烟的相关规定传达给他，并耐

心劝说。经过 40 多分钟的沟通，该旅客情

绪逐渐平复，并承认了错误。他说“自己是

因为被当众指出错误，没面子，才转为愤

怒。”我向旅客表示歉意，承诺以后工作人

员都会注意方式方法，也希望他今后不要

再在候车室内吸烟。

这件事让我们认识到，在纠正不文明

行为时，应该注意多照顾旅客的情绪，最

好私下提醒，也希望旅客朋友能够积极配

合，文明出行。

（本报记者 祝君壁整理）

本版编辑 刘 亮 张 虎

“以前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
年’；现如今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生活
越来越有奔头！”农历小年刚过，山东高
唐县尹集镇解庄村村民解长利家中已
堆上了年货，特意找人代写的大红春联
还没上墙，却已是满屋墨香。坐在床上
编竹筐的解长利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过年了，编个新筐盛馒头，图个喜庆。
多亏了县领导来帮扶，让俺生活大变
样，现在过年也舍得花钱买年货啦！一
次就买了 10多斤肉！”

45 岁的解长利 20 年前在外打工时
摔伤了脊椎，导致两腿不能站立，生活
不能自理，妻子的改嫁更让他心灰意
冷。躲在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破旧房
屋里，解长利多次想到一死了之。

“做梦都不曾想到，咱‘穷’在深山
有远亲，俺这个穷庄稼汉居然成了县领
导‘1+6’的帮扶对象。常常领到‘爱心
款’，还被纳入农村低保，住的破旧房屋
也被翻修一新。俺还在老师的帮助下
学会了刺绣手艺实现了就业，年收入比

过去翻了一番多。生活能够自食其力
了，男子汉的自信心也重新找回来了。”
解长利对今后的生活充满期待，“过了
年，俺就拜师学习装裱及工笔画技艺，
借助于高唐‘书画之乡’的优势，争取来
年有更多的收入。”

邻居解德国拉住记者悄悄说，“县
领导三天两头来看他，我们街坊邻居还
都挺羡慕的。这不，节前刚给他送来慰
问品，解长利心情也特别好。”

解长利所说的“1+6”，是高唐县推
行的每名科级以上干部分别帮扶一个
城市困难户、一个农村困难户、一个贫
困学生、一个孤寡老人、一个孤儿和一
个残疾人的“1+6”帮扶机制，基本覆盖
了全县各个层面的弱势群体。这项由
政府公务人员发起并引领的志愿服务
活动，被列为全国优秀志愿服务品牌。
该县要求每名参与帮扶的领导干部，帮
扶过程中必须深入基层一线，写帮扶日
记，及时记录所帮扶对象的家庭情况、
实际困难、急需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

方案、帮扶体会等，全力以赴为民解决
好实际困难。

“‘1+6’帮扶机制变‘大水漫灌’式
扶贫为‘精准滴灌’，这样更有利于了
解群众的实际困难和期盼，倒逼干部
们改进工作，更好地服务群众，有效推
进各项民生工程。”高唐县委书记刘春
华介绍说。

“1+6”帮扶机制赢得困难群众“点
赞”。目前，全县 3 万名党员干部全部
参与，积极下基层结穷亲、帮弱村、解难
题，实现了帮难解困全覆盖。去年以
来 ，他 们 累 计 为 帮 扶 对 象 解 决 困 难
4280 个，送去救助金 500 余万元，提供
致富项目 163 个，帮助 120 名下岗人员
实现再就业，230余名群众脱贫致富。

县城区学校加紧扩容，中心敬老院
紧张施工，县医疗保健中心、县净水厂
等一批当地群众最关心、最急需、最盼
望的建设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施
工。近两年来，全县民生支出始终保持
在财政总支出的 70%以上。

“远亲”常挂念 日子有奔头
本报记者 王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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