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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12日至14日，为摸清全国
文明城市持续提升“百日会战”行动成果，市创建指挥部
带领市创建办工作人员，兵分二十路，按照全国城市文
明程度指数测评体系标准，条块结合，分区域、分行业对
各城市区文明城市持续提升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昨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元元深入洛龙区、
涧西区，对文明城市持续提升重点工作、公共环境、公
共秩序进行督查，要求各相关单位抓紧时间查缺补
漏，完善资料，进一步搞好再动员、再发动、再提升，对
行动迟缓的单位加大问责力度，确保“百日会战”和创
建为民取得显著成效。

兵分二十路
检查“百日会战”成果

■ 昨日，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全市法院领导
干部到省第四监狱参加廉政警示教育活动。市中
级人民法院要求全体领导干部和干警从中汲取教
训，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接受监督，筑牢反腐倡廉思
想防线，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于东辉参加相关活动。 （李三旺 石笑飞 赵越）

政务要闻

■ 昨日，我市召开的红十字事业发展推进会
指出，今年10月底前，全市县（市）区级红十字会都
要依法理顺管理体制，配备5名至8名工作人员，
有工作经费、独立账户、固定办公场所、交通和通信
等基本设施，能够独立开展工作；要建立完善综合
性监督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其作用。副
市长王敬林参加会议。 （李岚 张甜梅 李战功）

@洛阳日报
【文艺路线：让洛阳舞走向全国】一夜之间，“僵尸

舞”让广大舞民知道了黑龙江佳木斯，就像《江南Style》
的“骑马舞”让全世界知道了韩国江南区一样。当“外来
舞”逐渐占据洛阳的广场，有人说，本地舞蹈常在重大文
化节庆时出现，但街头和广场鲜见具有洛阳特色的原创
舞蹈，是一种遗憾。（本报8月8日12版报道）

@点___滴（新浪微博粉丝）
我是一名“僵尸舞”爱好者。我认为，“僵尸舞”的流

行与其强大的包装和宣传不无关系。网上该舞蹈的视
频铺天盖地，视频中舞者的着装统一、动作整齐，可以看
出是花了不少心血的。洛阳广场舞要想在全国范围内
提高知名度，就应该在包装和宣传上下下功夫。

@雷婉曾经很叛逆（新浪微博粉丝）
“僵尸舞”迎合了现代人的羊群心理和懒人心理：

其一，看到别人跳自己也跳；其二，动作极其简单，不学
就会且有锻炼效果。这样的舞蹈自然能“火”。洛阳广
场舞要想流行起来，就一定要从健身性上下功夫，不要
为了观赏性而牺牲了健身性。毕竟，老百姓跳广场舞
的最终目的是健身。

@qingfeng_3081（新浪微博粉丝）
我60多岁的母亲就是市体育舞蹈协会的会员，非

常热爱协会自编自演的舞蹈，每次举办大型活动也都
热心参加。每个月一种新舞蹈，她总是一遍遍认真地
学。洛阳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广场舞的“粉丝”必定
越来越多，创作的土壤也会越来越肥沃。加上洛阳古
老的历史和文化，创作题材也很广泛。

（感谢“@洛阳老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以上
网友每人将获得价值128元的洛阳老酒1瓶。下期聚
焦的话题，出自本报8月10日02版报道《捐献“救命
火种”延续年轻生命》。为拯救江西一名90后白血
病患者，洛阳现役军官造血干细胞捐献第一人王永州
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令人感动。由于种种原因，现实
中也会有悔捐或弃捐的情况，甚至发生过血亲拒捐的
事情，令人扼腕。您是怎么看待造血干细胞捐献的？
欢迎通过新浪和腾讯微博关注“@洛阳日报”，根据相
关话题预告畅所欲言，只要言之有物，一经本栏目刊发
采用，您将有奖可拿哦。）

洛阳广场舞
光有“粉丝”不叫“火”

建日间照料中心可获用房
和资金支持

昨日下午，在涧西区长安路办事处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里，20 多
名老人在一名年过古稀的老人指挥下
唱革命歌曲。一曲结束，一名陈姓老人
告诉记者，自从社区有了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他再也不寂寞了，每天都过得
很开心。

在我市，像这样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已建成 27 家，其中 3 家被评为省
级示范性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据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涧西区已探索出“政府主导、企业主办、信
息主控、连锁运营”的社区养老服务发展
新路子，为其他各区树起了样板，今年全
市计划建成80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根据《意见》，今后3年内，我市所有
社区必须建成日间照料中心，各县（市）区
可通过政府购买、租赁、调配、插建、企业
共建、开发商配建等多种方式保障日间照

料中心用房。其建筑面积以辖区居住人
口数量为主要依据，兼顾服务半径确定。
新建住宅小区和旧城连片改造的居民区
在出让土地时，要在规划技术要点中明确
严格按照《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
标准》的规定，配建老年人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旧城已建成社区要整合闲置资源，
根据辖区老年人口数设置日间照料中心
服务用房。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面积原则
上标准为：社区老年人口数量分别在500
名及以下、501名至1000名和1001名及
以上的，服务用房面积应分别不低于200
平方米、300平方米和400平方米。日间
照料中心要设有休息室、餐厅、保健室、阅
览室、多功能活动室和办公室。

《意见》要求，各级政府应支持社会力
量参与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运
营和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无偿提供服务场
地；经验收符合项目实施标准且运行满3
个月的，根据项目规模和实际运行情况，
给予出资方5万元至20万元的一次性开
办补助，水电气暖和服务耗材等日常费

用，按每月每平方米10元的标准给予运
行补贴；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门对符
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开展免费技
能培训，并将其纳入政府公益性岗位扶
持范围。

6类困难老人有望得到政
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据市民政局老龄委办公室负责人介
绍，目前我市老年人达95.8万名，占全市
人口总数的14%，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

根据《意见》，在居家养老方面，要坚
持政府购买与个人购买服务相结合的原
则，由各县（市）区政府委托居家养老服
务机构或组织的专业人员，采取“上门服
务”形式，逐步为本市户籍的城镇散居

“三无”老人、独生子女和计生双女困难
父母老人、生活不能自理或半自理无子
女照顾的低保老人、省级以上老劳动模
范、重点优抚对象中生活困难老人以及
其他生活困难的老人，提供助餐、助洁、
助浴、助医、助行、助购、文化娱乐、精神
慰藉和法律维权等居家养老服务并给予
补助。

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摸清服
务对象人数，9月底前出台为特殊困难家
庭老年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具体操作
办法，确定补贴人群、服务标准、审核结算
办法，委托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专
业服务机构，根据困难老人的身体状况和
自身服务能力，制定不同服务项目单供老

人自主选择，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应按照低
于市场价格确定。政府可通过发放补贴
券或购买服务时间等形式，由服务机构对
自理、半失能、失能的困难老人每天提供
1小时至3小时的居家养老服务。

有居家养老需求，可拨打
12349

在涧西区养老服务中心，记者看到，
各 城 市 区 居 家 养 老 的 老 人 可 通 过

“12349”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将自己的洗
衣、测量血压等需求与服务商家进行快速
对接。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
市“12349”居家养老信息服务平台新增
入网老人6万名，总数达13万名，占全市
老年人口的13.7%；累计签约各类服务商
家200多个，陆续开展了医疗救援、远程
会诊、商品配送、家政保洁等居家养老服
务，每月平均服务 9000 人次，上半年共
开展服务6万余人次。

为扩大居家养老信息化范围，今后，
我市将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
台主网和呼叫中心建设，各县（市）区也要
加快老年人信息数据库采集，建立本级居
家养老服务网络，老人可通过拨打12349
服务热线或网络预约轻而易举将自己的
需求与各类居家养老服务对接，逐步实行
居家养老服务数字化。

市领导王敬林、于建庄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张萌

3年内，我市所有社区建成日间照料中心，政府为6类困难老人购买居
家养老服务……昨日，我市召开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会，通过《关于
加快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未来3年，我市
将建立健全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依托的养老
服务体系。

虽已立秋，但我市气温依然居高不
下。在我们身边，有一群人头顶烈日，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默默地服务着整个城市的
运转和发展。他们所在单位的防暑降温保
障措施，也为他们的工作提供着支持。

交警：坚守一线，接受“烤”验

昨日上午 9 时 30 分，清晨的凉意已
荡然无存。在开元大道与龙门大道交叉
口，执勤交警迎来了最紧张的时刻。

“路口南边是市场，东边是城中村，东
西连接新区和伊滨区，车流量非常大。”
洛龙交巡大队开元中队中队长刘辉说。
此时人车流量逐渐增大，真正进入交通
高峰期。烈日下，交警承受着天气和交
通压力的双重考验。

红绿灯交替，刘辉一边指挥着眼前的
车辆，一边望向远方的车流。当车流量较
大时，他立刻上前疏导。尽管头上渗出汗
来，他也顾不上擦。不到半个小时，几名
交警和协警的警服都已湿透。

上午10时，刘辉从岗上走到路边，换
班休息。他抱起警车中已经被晒热的水
瓶，连喝了几大口，又拿风油精在太阳穴
和人中穴上擦了擦。由于这个岗点没有
岗亭，他只能搬个小板凳坐在路边休息。

“这些东西都是支队给我们配发的。”
刘辉拿着风油精说，“大队食堂还经常熬
一些绿豆汤，给我们送到岗上。”

据了解，今年入夏后，市交警支队对
各个岗楼空调进行了检修，并向一线民警
配发了茶叶、白糖、红灯、绿豆和胖大海含
片、双黄连口服液、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
温药品，并联系了一些爱心企业对一线民
警进行慰问。

本报记者 郭秩铭 通讯员 潘华武/
文 本报记者 刘冰/图

建筑工人：尽量避开高温，
保障项目进度

昨日上午 11 时，在 310 国道附近的
国机重工产业园施工工地上，被太阳暴晒
过的建筑钢板热得发烫。记者看到，一些
工人身着长裤长袖的工作服，坐在高十三
四米的钢架结构上，进行焊接作业。

“钢板烫的像烙铁，为防止在工作中
被刮伤和烈日暴晒，不少建筑工人都穿上
了长裤长袖。”施工方相关负责人说，为了
避开高温作业，施工时间尽量不安排在上
午11时至下午4时中。

“面对急需处理的工作，烈日下加班加
点是‘家常便饭’。”工地土建负责人说，有时
混凝土临近中午送达，必须第一时间灌注，
工人往往要在烈日下工作1个小时以上。

记者看到，施工方为每名建筑工人的

宿舍安装了空调，并修建了浴室，供应充
足的热水。

“我们经常买一些西瓜、饮品犒劳建筑
工人，并为他们配发风油精、人丹。”施工方
相关负责人说，“各级政府、工会也经常到
工地慰问，给工人带来防暑降温物品。”

在合理的施工时间安排和充足后
勤服务下，该项目建设正按照进度顺利
进行。 本报记者 郭秩铭/文 刘冰/图

快递员：头顶烈日，送达“希望”

“您好，您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昨日
上午9时许，38岁的快递员孙雷波来到金

城寨街一个小区。几分钟后，一个女孩跳
着跑到楼下接过快递，欣喜之余，她邀请
孙雷波到家里喝杯水。

“不用不用，快递件太多了。”看到“希
望”送达，孙雷波赶紧发动电动车赶路。

进入暑期，因高温选择网购的人越来
越多，加上近期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
使快递量比平日增加不少。昨日上午，他
的快递件数达到70件，平均每小时要送
17件，这意味着三四分钟就要送一件。

此时室外温度达到 35℃，记者骑车
跟着他在写字楼和居民区间穿行，孙雷波
没多久就满头大汗，但仍麻利地拿着快件
跑上跑下。

“虽然很累，但我不觉得辛苦。”孙雷波
说，将一份份“希望”送达，让他感觉充实，客
户的一句“谢谢”，更让他心里美滋滋的。回
到营业部已是午饭时间，他和同事躺在收
件大厅休息会儿，就要开始下午的工作。

记者在市邮政速递物流洛龙分公司看
到，几乎每个员工都备有藿香正气水、清凉
油等物品，一些快递员的车还增设了遮阳
棚。为避免大家中暑，公司为每人配备了必
备药品，并熬制绿豆汤，供大家消暑解渴。
本报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朱艳利 文/图

环卫工人：工作时间延后，
只为更好清洁

昨日上午 11 时许，记者在老城区中
州东路、黄梅路等路段看到，尽管气温尚
未达到一天中的最高值，但环卫工人脸上
的汗水还是不停地往下流。

李师傅负责黄梅路一段道路的清
扫。热浪灼人，但他和身边的几名环卫工
人丝毫不敢懈怠，一点点仔细清扫着路
面。李师傅说：“现在下午可以稍晚些开
始工作，中午和下午有时实在太热，觉得
可能中暑，就马上到有树荫的路边喝点
水，坐着歇歇，然后接着干。”

老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说，近日的高温天气对环卫工作带来
不小的影响，为减少一线工人的劳动强
度，让他们更好地投入工作，该局已避开
中午气温较高的时段，适当延后工作时
间。另外，他们从入夏开始就向一线工人
发放藿香正气水和毛巾等降温用品，并及
时发放高温补贴。一些爱心企业也向一
线工人送来西瓜和纯净水等。
本报见习记者 苏楠 通讯员 石智卫 文/图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头顶烈日，服务着整个城市的运转和发展……

高温“烤”验下的岗位坚守

在采访中，我们切身感受到了高
温中户外工作者的艰辛。烈日当头，
酷暑难耐，站上几分钟就是一身汗，但
是这些“高温工作者”天天如此，在街
头、工地不停地忙碌着。

令人欣慰的是，人性化的管理在
延伸，爱心也在诸多部门和企业中
传递。矿泉水、毛巾、西瓜、绿豆汤，
可能并不能帮户外工作者遮蔽火辣

的日光，却能给他们的心田送去一
丝清凉。

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事情还有很
多：过马路时，等上一会儿红灯；吃完
瓜果，自觉将垃圾投入垃圾箱；在收到
自己期盼已久的快递时，不要忘了说
声“谢谢”；看到在工地上劳作的建筑
工人，能够多一点宽容，让他们感到这
个城市的温暖……

全力打好“百日会战”
持续提升城市文明

核
心
提
示

记者手记

执勤交警

快递员环卫工人

建筑工人

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秋水广场南站免费自行车租
赁点，一名市民通过智能服务系统查看租车诚信卡租
车信息。（8月11日摄）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投入800多万元，完成对红谷
滩新区67个免费自行车租赁站点的智能化升级，站点
无需人员值守，市民租、还车不再受时间限制。此前，
市民只能通过站点服务人员在规定时间内租、还车。

（新华社发）

南昌：免费自行车
实现“自助”租还

建日间照料中心
可获用房和资金支持

我市出台加快养老服务发展相关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