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大娘好！今天身体怎么样？腿脚
有没有酸痛⋯⋯”11月3日一大早，家住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磷肥厂社区的江金
凤老人刚走进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就热情地询问她。记者了解到，今年
73 岁的江金凤身患糖尿病和类风湿，出
门离不了拐杖。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引
进了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专业管理团队
后，老人经过治疗首次摆脱了对拐杖的
依赖。“没想到我的两条腿还能站起来。”
老人说。

近年来，面对日渐凸显的人口老龄
化问题，鹰潭市积极探索推广社区居家
养老模式，深受老人们的欢迎，月湖区磷

肥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就是其中的代
表。

记者了解到，磷肥厂社区现有60岁
以上老年人875人，其中空巢老人、独居
老人有近百名。为了使他们得到更好的
照料，2015 年，社区成立了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以居家养老为基础，日间照料为
载体，社会资源为依托，为社区老人提供
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养老服务。据
介绍，中心建设总面积400平方米，分上
下两层，设有休闲健身室、康复理疗室、
棋牌娱乐室、配餐室、开心聊天室、日间
休息室、文体活动室、创作阅览室等。老
人们在此可以尽情聊天、娱乐、健身、用

餐、理疗。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
疾人，中心还开通了助老热线，社区老人
打一个电话，就能享受到家政、配送、紧
急救助等多项优惠服务。助老热线也会
每天给社区里的空巢、独居老人打去一
个问候电话，并组织志愿者按老人需求
上门提供爱心服务。

“针对老人们理疗需求大的现实，我
们康复理疗室每天都会安排1名医生、3
名按摩师提供志愿服务，此外中心还经
常开办疾病防治、科学饮食、心理卫生等
健康知识讲座。”社区党支部书记史君告
诉记者，居家养老中心除日间照料中心
管理团队有固定的 6 名工作人员外，还

吸收了 130 多名社区志愿者，他们经常
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各种志愿服
务，基本保证了老人们的养老服务需求。

为丰富老人们的精神生活，社区还
组织了书画、扇舞、棋牌、舞蹈、拳剑操、
门球等8个兴趣小组。今年以来，社区举
办了道德讲堂、义诊进社区、棋牌比赛、
书画比赛、全民健身日活动等多项主题
鲜明的老年文化活动，同时以读报会、小
型娱乐室、家庭文化兴趣小组等形式，开
展友好互助服务活动，让老人们在和睦
舒心的家居氛围中颐养天年，其乐融融。

“健康养老、愉悦养老、文化养老渐
渐成为我们社区的时尚。据调查，86%的
辖区老人很满意居家养老服务。”史君
说。老人们在社区生活得开心愉快，便也
开始发挥起了余热，以回报社区。例如，
不少退休的老教师在社区当起了“三点
半教育”活动的辅导员，爱好棋类的老人
在养老服务中心义务开办了少儿棋类
班，还有30位老人义务组建了爱心巡逻
队、纠纷调解团等。

江西省鹰潭市:

居 家 养 老 乐 享“ 老 来 福 ”
本报记者 李 哲

近年来，江西省安远县把改善民生作为推进赣南苏区
振兴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集中力量解决百姓生活中的难
点热点问题，大力推进农村保障性住房建设、健康扶贫、
农村三个标准化建设等民生实事，强化就业创业、医疗卫
生、城乡低保等民生保障，该县各项民生项目正有序
推进。

民生福利落实处
本报记者 翟天雪 通讯员 薛玉娟摄影报道

留守儿童在跟老师学习扇子舞。安远县成立了“阳光
之家”留守儿童托管中心，对托管孩子进行学习辅导、心理
辅导和生活照顾，使留守儿童感受到家的温暖。

安远县龙布镇迳背村的贫困户住进了整洁宽敞的保
障房。

安远县欣山镇古田村的医生正在为贫困户欧阳文喜
进行体检。该县在全省率先实行重大疾病补偿政策，有效
解决了群众因病致贫问题。

到农贸市场买水果、海鲜、肉
食等，很多时候都担心重量不够，
而一旦出现纠纷，也可能面临无
证据的麻烦。这种情况在青岛市
市南区的 12 家农贸市场将得到
解决。为有效规范消费市场秩
序，青岛市市南区在团岛农贸市
场启用了可溯源电子秤，这种电
子秤可通过网络，实时将各种信
息上传到监控终端，并且还能打
印购物小票，可以有效杜绝缺斤
少两以及各种消费纠纷。根据工
作进度，到 2017 年，市南区 12 家
农贸市场将免费配备 1400 台可
溯源电子秤。

据市南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
员介绍，可溯源电子秤集计量称
重、打印凭证、无线传输、电子结
算、数据上传为一体，功能齐全在
全国尚属首创。目前首批 50 台
可溯源电子秤已在团岛农贸市场
安装使用，电子秤免费为商户配
备，电子秤打印销售小票可显示
交易时间、交易摊位信息、购买商
品单价等信息，避免消费者与商
户之间“扯皮”。

能打印凭证虽然能为日后维
权提供依据，但可溯源电子秤最
大的亮点还是从根本上杜绝缺斤
少两情况发生。一方面，电子秤
的交易数据将联网上传到监管部
门，监管部门可以顺着追溯系统
掌握每一个节点的消费和计量情况。另一方面，可溯源电
子秤在设计上杜绝了缺斤少两现象的发生。

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对电子秤“动手脚”的过程，在
卸开电子秤的两根螺丝时，电子监管系统平台显示的该电
子秤状态由“正常”变为“警告”，与此同时，该电子秤亦被锁
定，无法使用。

此次新研发的可溯源电子秤除了可以即时上传交易数
据至监管部门，该系统还开发了可供消费者使用的手机
APP。“消费者通过输入电子秤打印小票记载的摊位号，就
能查询自己交易的系统记录数据。”市南区市场监管局工作
人员表示。“不光是消费者喜欢这种秤，我们也喜欢。”商户
仪霞告诉记者，使用这种电子秤，他们省心，消费者放心，电
子秤的刷卡功能，也方便结算。

据介绍，前期在中山路干海产品一条街试用过可溯源
电子秤，结果表明，中山路周边干海产品投诉数量下降近
80%。据统计，目前市南区共有农贸市场12个，有1400余
户商家在交易过程中使用秤具称重。“接下来我们会在全区
农贸市场逐步推广可溯源电子秤，计划明年年底覆盖全
区。”市南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昌花园社区
党委书记郑翔一谈起文昌花园社区近年
来发生的变化，就有说不完的话。

据介绍，文昌花园社区是扬州最早
的拆迁安置小区，居民素质参差不起，
建立之初，竟有人在小区的水系里洗墩
布，邻里之间更是“大吵 369，小吵天天
有”。在郑翔的带领下社区建立起基层
党组织，逐步提升了居民素质、改善了
居住环境。社区建设不仅得到了小区
居民的极大认可，还成为“全国和谐示
范社区”。

社区建设是最贴近群众的民生工
程，加强社区基础建设，化解矛盾、服务
好百姓，才能让群众最大程度地共享民
生发展成果。而社区建设中人才和资金

是瓶颈，据郑翔介绍，扬州市委、市政府
每年划拨资金支持社区搞项目，支持基
层党组织和社区开展工作、化解小区矛
盾、丰富社区生活，增强居民素质，提升
市民幸福指数。

如果你来到扬州，独特的城市公园
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扬州的城市特色
被归结为“人文、生态、精致、宜居”，而城
市的公园体系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目前，扬州市区面积超过3000平方
米的城市公园达 80 多所。从最初的古
典园林，到现代的人民公园，到改善环境
的生态公园，再到目前的集合生态+休
闲+健身的综合服务平台，扬州群众出门
走15分钟就能到达最近的公园。

广场的建设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

活，而惠民工程则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市
民的生活难题。市民王选林回忆说，“过
去小区门口的马路上大拖拉机摇摇晃
晃，小拖拉机横冲直撞，自行车见缝就
钻，赶上学校放学，拥挤不堪。后来，政
府通过整治河道、拓宽街道，如今的场景
是人流通畅、秩序井然。政府解决了群
众生活中的难题，这种幸福让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群众对生活品
质的追求也得到提升。在采访中，记者
发现扬州市政府敦促、落实、考核工作的
一个重要方法——“五可工作法”，即“可
定义，可量化，可操作，可考核，可追
究”。“可定义，可量化”是要与扬州实际
相结合，把民生任务具体化、项目化、工

程化，对每一项民生工作提出清晰的目
标和可度量标准。“可操作”就是在方案
制订、体制机制、资源要素等方面强调
可行性，既在目标上可达，又在操作上
可行，确保民生工作说得到、做得到、做
得好、可持续。“可考核、可追究”就是建
立责任落实、督查考评、预警追溯的工
作机制。

从 2002 年起，扬州已连续 15 年将
“1号文件”聚焦于民生建设，民生工作
也逐步由“解困民生”向“普惠民生”
和“幸福民生”转变，并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工作方法。为了让“1 号文件”可
操作，提前一年就开始听取群众意见，
实施过程中还组织群众参与，在事中和
事后主动接受百姓监督，通过媒体公布
民生建设的相关信息。真正做到“一张
蓝图绘到底”，让民生工程经得起历史
的检验。

经济已不是扬州发展的唯一目标，
关注群众生活，了解群众需求，满足群
众利益，才是扬州发展的新任务。随着
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打造健康中国
的扬州样本”，正在成为扬州民生工作
的新话题。

江苏省扬州市打造惠民工程——

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
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益勇

初冬时节，日暖风寒。记者走进陕
西省宝鸡市太白县桃川镇魁星楼村幸福
院，顿觉暖意融融。只见棋牌室、医疗
室、健身室、厨房等一应俱全，温暖的阳
光下，10 多名老人聚集在一起，正忙着
玩纸牌、下象棋、打麻将、谈笑风生，幸福
的喜悦洋溢在脸上。王东乾老人对记者
说：“这是村里去年投资 20 多万元新建
的。我老伴去世早，儿子和儿媳在外地
打工，春节才能回家，我一个人待在家里
闷得慌，常来院里与老伙计聚在一起吃
饭，说说话，很快乐。”

如今，在宝鸡市，像这样的农村幸福
院就有1035所，满足了数万名农村老人
就餐休憩、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需求。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所有中心村农村幸福
院的全覆盖。

宝鸡市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关中—天
水经济区副中心城市。近年来，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大量
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出现了农村人口
老年化、老年人口空巢化的现象。据统
计，全市目前 60 岁以上农村老年人约
38.5 万 人 ，占 全 市 老 年 人 口 总 数 的
68.4%，尤其是农村独居、留守老人占农
村老年人的比例已高达 35%，许多老人
生活无人照顾，精神慰藉缺失。面对公
办敬老院覆盖人数少、民间投资的养老

院收费高的情况，如何创新农村养老模
式，成为当地急需探索破解的新课题。

2013年，宝鸡千阳县南寨村利用闲
置的房屋，经过装修改造，率先在全市建
起了首家农村幸福院，不但满足了本村
老人就餐、娱乐的需求，还吸引了邻村老
人。国家民政部对此调研后认为，农村
幸福院这种“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

“日托夜归”式的养老模式，不仅化解了
老人们的情感纠结，提升了幸福生活指
数，而且让老人们找到了精神寄托，既符
合传统理念，又推陈出新，达到了“老人
开心、子女放心、政府省心”的多赢效果，
经验值得推广。

3 年来，宝鸡市把农村幸福院建设
作为保障基本民生、建设幸福宝鸡的重
要举措，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农
村幸福院建设的意见》，创新探索党政主
导、民政牵头、社会参与、多方联动的农
村养老新模式。

在宝鸡市委书记钱引安看来，农村
幸福院建设是打造“最具幸福感城市”的
关键指标。他提出，将农村幸福院建设
与扶贫开发、农村老年事业发展对接，与
村镇布局相衔接，与农村各种公共服务
设施平台、村级阵地建设、社区建设、老
年活动中心、文化惠民等民生保障工程
相结合，整合项目、捆绑资金、资源共享。

为了把农村幸福院建设抓实抓细，
宝鸡对各县区中心村各类闲置资源调查
摸底，全面掌握了农村养老服务的资源
现状、对象、数量等基本情况，并结合当
地实际，指导县区改建、扩建和新建，整
合农村公共服务资源，因地制宜、就近便
利地建设农村幸福院。

如今，农村幸福院被列为该市十大
民生工程之首。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承诺：农
村中心村幸福院建设要实现全覆盖。

在宝鸡市陈仓区周原镇油坊村，“农
村幸福院”的门头格外显眼。十几位老
人围在靠近门的方桌上“掀牛九”，有说
有笑，好不热闹。

联兴建筑工程公司党支部书记、幸
福院院长霍志林介绍，过去，“出门一把
锁、进门一盏灯”，是农村老人的真实生
活场景。自从有了幸福院，老人们的生
活习惯改变了。“这是村里投资 20 多万
元在原农机综合厂改建的幸福院，院里
洗澡、阅览、厨房、卫生间等设施样样都
有。我们还根据老人们各自的特长，组
织了自乐班、舞蹈队、门球队、锣鼓队
等。”油坊村党支部副书记冯关升接过话
茬：“在幸福院管理上，我们全部是尽义
务，不拿一分钱的报酬，为父母解忧，替
儿女尽孝。还约法三章：组织落实、制度

落实、责任落实。每周开一次例会，让老
人们坐在一起相互协商，提建议、说想
法。”原村委会妇联主任、68 岁的杜安锐
指着一个“爱之源”小木箱告诉记者：“每
天院里保证 16 名空巢、孤寡、留守老人
就餐外，谁家老人没有人做饭，都可以来
灶上吃饭，自愿在‘爱之源’投钱，多少不
限。天天有食谱、顿顿有花样，每人每顿
饭2元钱就够了。”

一个老人的身后是一个家庭。幸福
院养老模式以老人为纽带，联络了家庭
成员，促进了农村和谐，也融洽了党群干
群关系。

建设投入和运行经费是保证农村幸
福院正常运转的关键。3 年来，宝鸡市
整合省、市、县专项资金和社会、企业爱
心资金，按照每个幸福院平均约 9 万元
的补贴标准，动员中心村利用闲置房屋
改建、装修幸福院。3 年多，仅政府投入
累计已逾9300万元。在管理运行中，宝
鸡市通过政府支持、部门帮扶、村上自
筹、社会捐助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运转经
费。宝鸡市政府对建成运行的农村幸福
院每年每院按照 5000 元的标准给予补
贴，为每个农村幸福院落实一个公益性
岗位；各县区按照每年不低于 5000 元
的标准配套运行管理经费，确保农村幸
福院长效运行。

农 村 养 老 有 新 招
——陕西省宝鸡市探索农村幸福院养老模式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刘 斌

青岛市市南区

：

可溯源电子秤严防动手脚

本报记者

刘

成

陕西省宝鸡市探索

推行的农村幸福院养老

模式，既满足了数万名

农村老人就餐休憩，更

满足了老人们的文化娱

乐 、精 神 慰 藉 等 需 求 。

宝鸡市现拥有1035所农

村幸福院，在全国率先

实现农村幸福院全覆盖

△ 眉县金渠镇河底
村幸福院的老人们在唠
家常。

文 渊摄

▽ 眉县金渠镇河底村幸福院的老人一有空就
会到娱乐室下象棋、打扑克。

文 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