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 岗 双 助 ”实 现 一 举 三 得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创新城市低收入家庭帮扶机制

本报记者 雷 婷 张 毅

蒸虾酱、红烧排骨、酱爆茄子、红
豆粥⋯⋯这些经常出现在餐饮场所菜单
上的美味佳肴，如今登上了青岛市市南
区社区老年食堂的食谱小黑板。对于那
些生活在市南区，子女不在身边，自己
买菜做饭不胜其力、生活不能自理或者
低保且独居的老人来说，这既是口福，
更是莫大的幸福。

“我和老伴以前都是自己在家做饭，
儿女不在身边，经常凑合。自从有了社
区食堂，我俩中午就来这里吃饭，非常
方便。”临近中午，家住珠海路街道汕头
路社区的刘先生又带着老伴一同来社区
食堂就餐。据了解，这些食谱不仅按照
老人的需求专门定制，而且每天菜品不
重样，价格每顿也只有 10 元钱左右。因
为便宜又好吃，每天中午，这个食堂都
能吸引 100多位老人来此就餐。

为真正提升全区老年人生活质量，

近几年，市南区政府先后投入资金 1.3
亿元，实现了对辖区 8 万名老年人居家
养老“普惠化”全覆盖。作为项目之一
的社区养老食堂，就是市南区围绕“政
府扶持建设、社会组织运作、社区居民
监督”的原则，大力建设的结果。目
前，全区共建成社区食堂 15 处，共为
200 余名困难老人和近千名普通老人提
供无偿或低偿的午餐服务，基本能满足
辖区老年人的就餐需求。

社区助老食堂越来越受欢迎，就餐
人数不断增加，升级扩建社区食堂、丰
富服务内容、完善监管方法也就成了民
心所向、政府所想。

去年，市南区湛山街道将前期新湛
二路的助老食堂搬迁至华严支路 8 号，
并进行了重新装修和服务升级。助老食
堂乔迁新址、开门迎客后人气火爆。主
厨石师傅厨艺精湛、搭配精心，营养可
口的饭菜让老人们放心满意；食堂的服
务员亲切热情、服务周到⋯⋯通过就餐
经历，老人的口口相传，食堂就餐人数
从 2014 年 7 月份试运营时的 7 人提升到
现在的 60余人。

据了解，目前市南区养老食堂已

经实现 10 个街道全覆盖，其中，八大
湖街道老年食堂升级改造完工，从以
前只能为 20 余人提供配餐，升级到能
为 100 多位老人同时提供配餐，送餐
服务覆盖整个街道。金门路街道仙游
路 社 区 食 堂 所 有 的 厨 房 用 具 一 应 俱
全，并结合老人需求情况，为老人提
供菜品多样、营养均衡、经济实惠的
午餐。珠海路街道汕头路社区规划出
60 平方米的社区老年食堂，为老人提
供无偿或低偿午餐，提供上门送餐服
务 ， 同 时 ， 征 求 并 采 纳 社 区 老 人 意
见，增设了早餐服务。

不仅要让老年人吃得舒心，更要让
他们吃得放心。市南区为社区食堂建设
和运营提供资金扶持近 400 万元，在建
设过程中严格执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的相关规定，通过建立健全管理服务制
度和各类信息台账，夯实规范化服务基
础。老年食堂办有餐饮服务许可证，配
置了专门的炊具、餐具消毒设备，所有
食物 24 小时留样。每天搭配营养食谱，
对少数民族、特殊疾病老人提供特定配
餐。针对部分老人体弱行动不便等问
题，食堂提供送餐上门服务，确保老人

每天及时吃上可口温热的饭菜。各食堂
工作人员定期进行体检并办理“健康
证”，确保持证上岗率达 100%。

在市南区，除了社区助老食堂这种
模式之外，还有一种更亲民的“老饭
桌”——邻里自发组成的“搭伙饭”。这
种模式让同一座楼的居民可以互帮互
助、搭伙做饭，不受场地和面积影响，
饭菜可以依据个人口味灵活调整，而且
老人们足不出楼就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

綦荣玉是市南区湛山街道盐城路6号
居民，在她居住的楼上，有空巢老人、
有年过八旬仍要照顾智障儿子和瘫痪老
伴的老人，做饭难、吃饭难成了他们共
同面对的难题。去助老食堂就餐虽然路
程不算远，但对老人来说，要穿过城市
交通主干道延安三路，还是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面对这样的情况，自 2014 年
底，热心的綦荣玉主动扮演起了楼上老
伙伴的“午间大厨”角色，每天中午志
愿为楼上7户空巢老人制作午餐，每餐每
人只收 10 元钱的材料费，就这样，组建
起市南区第一个“互助养老点”。

看到盐城路社区搭建的互助养老饭
桌解决了部分老人午间就餐的难题，湛
山街道仰口路社区仰口路第二片区楼组
长，今年 51 岁的崔俊兰便主动提出，
要在自己家办一个互助养老点，帮助做
饭困难的老年人足不出院就能解决舌尖
上的大问题。“不用忙活做饭又能吃到
干净卫生的饭菜，真的太感谢街道、社
区和小崔的互助养老家庭食堂了！这为
我们解决了大难题。”居民杨先生高兴
地说。

隆冬时节，革命圣地延安寒风清
冽。早晨 8 点多，延安宝塔区市场沟社
区居民刘建民从社区工作室领取了一张
派工单，然后按时走向同一社区的曹思
秀老人家里，准备开始自己一天的“助
老员”帮扶工作。

一个岗位帮助两家人

深冬的延安，山峁上的积雪在阳光
的照射下有些耀眼。沿着山坡而建的窑
洞鳞次栉比，40 度以上的斜坡路从坡底
蜿蜒到坡顶串联着一排排窑洞。因坡地
陡峭，这里没有上下水管道，吃水要从
山下挑，用过的水就在门前一泼，低温
之下，很快就结成厚厚的一层冰。记者
一手抓着栏杆，一手扶着墙，跟随刘建
民走向曹思秀老人的家。

曹思秀老人的儿女长年在外地打
工，慢性风湿和股骨头坏死的病痛让老
人连走路都很痛苦。“现在经常有个娃娃
来帮我担水，我就敢用水了，愿意洗衣
服了；有人能天天和我说说话，我也感
觉一个人不孤单了，心情也变得好多
了。”73 岁的曹思秀告诉记者，如果没
有刘建民来帮他照料，洗衣服做饭都是
难题。

51 岁的刘建民走上助老员岗位前，
生活同样过得很艰难。年轻时，他靠着
做保安打零工为生，由于年龄渐大，工
作也越来越不好找。“现在每月工资能达
到 2134 元，可以时常买肉回家孝敬父
母，彻底解决了自己下岗失业的窘境。”
刘建民告诉记者。

为了让城市孤老、丧失劳动能力的
残疾人等基本生活能有人照料，同时让
像刘建民这样的零就业困难家庭成员有
一份稳定的收入，去年 4 月，宝塔区创
新启动了“一岗双助”城市精准扶贫活
动。区里专设“帮扶”岗位，向“三
无”老人、孤寡空巢、残疾优抚和低保
贫困等特殊家庭提供帮扶服务，一个公
益性岗位让两个困难家庭精准对接。“助
老员每月的工资是 2134 元，一部分是政
府购买公益性岗位 780 元。其余的 1354
元是由地方财政拿出补齐。”宝塔区人社
局副局长丁志文说。

一个岗位点燃新希望

在宝塔区向阳社区，记者见到了刚
从盲人按摩学校回到家中的盲人安治

忠。而接送他上课回家的不是自己的女
儿，而是“一岗双助”服务人员李金平。

“我特别感谢‘一岗双助’政策！有
了好政策，又有了李金平的帮忙，我女
儿在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家里有了
稳 定 的 收 入。” 53 岁 的 安 治 忠 由 于 目
盲，生活不能自理，女儿为了照顾他只
能一直打临工而无法正常就业，家庭属
于低收入群体。“一岗双助”活动启动
后，考虑到安治忠的特殊情况，社区派
来了“一岗双助”服务人员李金平帮他
料理家务。再过几个月，安治忠通过按
摩资格证考试，就可以实现就业了。

“过去我们对高龄老人发有高龄补
贴，对残疾人有残疾补贴，此外还有低
保等政策。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来
说，尽管他们有了基本保障，但是由于
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实际的生活质量还
是不能改善，生活水平也不能得到实际
的提高。”宝塔区委书记严汉平说：“现
在我们通过‘一岗双助’服务人员上门
服务，真正把服务落实到户、到人，真
正改善了这部分人群的生活。”

“要感谢党和政府，现在好了，我可
以安心照看婆姨了，生活有保证了。”家
住南市街道办杜甫川社区的张静裕是四
级肢体残疾，而他的妻子则是二级智
残，身边基本不能离开人，虽然能拿低
保和残疾补助，但为了给妻子看病，他
们还是欠下了不少债务，生活相当艰
难。社区也为他找了一份“一岗双助”
的工作，而这份工作，就是让他在家中
照顾自己的妻子。

“现在国家搞精准扶贫，我们对受助

对象也是精挑细选，确保好钢用在刀刃
上，使有限的财政资金真正帮助到需要
帮助的人。”丁志文说，无论是确定受助
老人，还是从零就业家庭选择助老员，
在最终名单公布之前，都经过了层层筛
选和张榜公示。而且，在助老员上岗
前，宝塔区还安排了体检，并开展了法

律法规、工作职责、专业技能等方面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

经过初步摸底，宝塔区城区目前共
有 156 名特殊老人需要提供养老服务。
而通过公示选聘的 56 名助老员在接受岗
前培训后，通过“一对一”或者“一对
多”的服务形式，已全部走上“一岗双
助”的岗位,真正达到了“一个岗位、两
方受益”的效果。

一个岗位的幸福不只一点

“按照我们最初的设想，一个公益性
岗位能帮助解决两个困难家庭的问题。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助老员基本上都是
一对二、一对三，所以是一个岗位解决
了好几个家庭的生活难题。另外，零就
业家庭本身生活困难，政府提供了公益
性岗位，他们会带着感恩的心去做事，
不仅服务比社会上的家政公司做得更
好，而且会把这份爱传递出去。”严汉平
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困、弱群体的
精准对接，让他们既有收入，更感到自
己具有的社会价值，使他们对生活、对
脱贫的态度更加有信心、更加积极向
上”。

前不久，宝塔区制定出台了 《关于
对非公有制企业招用大专以上学历毕业
生实行补助的意见》，决定在非公企业推
行“用工补贴”政策，支持企业招聘宝
塔籍贫困大学生，政府每人每月补贴
1000 元，持续补助一年。丁志文说：

“宝塔区非公企业有 4000 多户，但发展
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才匮乏。
大学生一方面存在就业难的现象，另一
方面又不愿去非公企业工作。我们出台
这个政策，就是希望能达到‘一岗双
助’的效果。”

据了解，下一步宝塔区将对受益人
群进行扩展，从目前的城市街道社区向
农村乡镇辐射覆盖。同时，在服务内容
方面也将由目前的“助老、助残”向助
教、助医等方面扩展。

青岛市南区：

助老食堂让老年人吃饭不犯难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春梅

宝塔区是延安市市委、市政府所在

地，辖区内城市人口众多，城市贫困人

口数量也很庞大。目前仍有城市低收入

家庭 5000 多户 1.2 万余人，比农村贫困

人口还要多 1000多人。

把帮助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去是帮

扶的意义所在。在城市里，最困难的群

体是零就业家庭、孤寡老人和不能自理

的残疾人。一方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来

源，一方虽有政策照顾却苦于“有钱无

处使、无力用”的窘境。既然这两个群

体是同时存在的，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一

项政策，让两个群体都受益呢？正是这

样的初衷，促成宝塔区的“一岗双助”

政策出台。

以往针对城市社区无人照顾、自理

能力差或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一般由

财政向社会机构购买服务，面对零就业

人员设置公益性岗位。宝塔区将两项工

作合二为一，小资金攒起来花，从零就

业家庭和生活困难家庭中选聘服务人

员，根据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等实际情

况，为其提供基本生活需求服务或精细

照料服务。而零就业家庭，有了政府提

供的“优质”公益性岗位，都带着感恩

的心去做事，服务比社会上的家政公司

做得更好。一个公益性岗位发挥了帮助

两个弱势家庭的作用。

有更多的钱生活、去医院看病更方

便、有人帮忙做自己无力做的事⋯⋯看

起来都是很鸡毛蒜皮的事情，但这却是

困难群众能够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感。如何衡量帮扶的直接成效，说到

底，就是困难群众幸福感的多与少，就

是看他们通过帮扶到底得到了多少便

利，获得了多大实惠。

给 困 难 群 众 实 实 在 在 的 帮 助

2012 年起，河北省怀来县沙城镇镇政府组织成立了

“爱心超市”，目前已覆盖全镇 10 个社区。当地生活困难

群众可到“爱心超市”领取自己需要的生活物品。截至目

前，“爱心超市”已累计为困难群众发放各类物品数千件，

受助人群达 1万多人次。 安 忻摄

志愿者在分类整理爱心人士送来的冬衣。

“爱心超市”内，当地有需求的群众正在试穿爱心人

士送来的冬衣。

沙城镇财苑路社区“爱心超市”分站，志愿者在接收

爱心人士送来的冬衣。

“爱心超市”温暖一冬

△ 一岗双助帮

扶人员刘建民为曹思

秀老人从坡下挑上来

两桶生活用水。

▷ 帮扶工作结

束后，刘建民陪曹思

秀聊天解闷。

高 峰摄

一方，没有稳定的收入来

源；一方，虽有政策照顾却因

残因病或因年迈无力料理自己

的生活。延安宝塔区积极创新

城市低收入家庭帮扶机制，通

过“一岗双助”一项政策，就

让这两个生活困难群体都受

益，生活困难得到根本性解

决。这一做法很实用、很管

用，可借鉴、可复制。

临 近 春 节 ，针 对 生 活 困 难

人群的各种帮扶慰问活动纷纷

展开，走访慰问、送钱送物⋯⋯

在 隆 冬 时 节 ，在 中 华 民 族 最 隆

重 的 传 统 节 日 即 将 到 来 之 际 ，

为生活困难群众送去物质帮助

的 同 时 ，其 实 也 同 时 为 他 们 送

去了精神上的慰藉。这绝对是

大好事。

但我们更应该做到的是，把

救助功夫更多地下在平时。

例如，每到年底，都是农民工

工资支付问题集中爆发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把功夫下在平时，

把各项有关法律、政策、规定扎扎

实实落实到位，实行农民工工资

按月支付、落实保证金制度、整顿

建筑等行业普遍存在的承包无序

状态并建立监督约束机制等，相

信，到了年底，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农民工拿不到劳动所得的情况发

生，也不必需要各地各有关部门

纷纷展开整治、检查等行动，为农

民工讨薪。

再例如，对生活困难人群的

帮 扶 和 对 街 头 流 浪 人 员 的 救

助。如果我们也能把功夫踏踏

实实下在平时，对他们除了急其

所急，送上急需的钱物，还能深

入了解其生活陷入困顿的原因，

是因病因残致困？是家里突遭

变故？还是较长时间没能实现

就业⋯⋯然后有针对性地施以帮扶，治其之本，就可

能帮助他们彻底解决生活难题，从此不再成为被帮

扶对象。

实践中，注重把功夫下在平日，相关工作做到位

的例子不少。例如延安宝塔区的“一岗双助”制度，

成功地把两类生活困难群众结成了对子，一边是生

活自理有困难的老年人、残疾人，一边是有劳动能力

但没有实现就业的人群。从而实现了提供一个公益

性工作岗位，帮扶了两个生活困难家庭。再例如青岛

市市南区，充分发挥社区优势，开办老年大食堂，并鼓

励有条件的居民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有效解决了

社区老年人的吃饭难题。再例如，目前在全国各地纷

纷出现的“爱心超市”，不仅为公众开辟了一个日常献

爱心的平台，也成为生活困难群众的一个即时的生活

保障源，需要什么，随时可以到“爱心超市”领取，不必

担心求助无门。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

司法救助与临时救助相结合的比较完备的救助体系。

这个体系中，除了临时救助是为了解决突发性困难、

“救急难”用的，其他的都更加注重日常作为和长效机

制的建立。在某些时间节点，针对集中爆发的问题采

取特别行动，或者开展一些群众性的帮扶活动，倡导和

弘扬扶贫济困的美德，绝对是值得称道的。但对于生

活困难群众，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准、做实、做到

位，也绝对比一次性的活动更能为他们带来实惠，更值

得点赞。

救助功夫更在平时

张蔚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