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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 ：大爱扮美夕阳红风景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尊老敬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何提高养老院服

务质量，使千千万万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始终
让党中央朝斯夕斯，念兹在兹。

“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
要我们下大气力来应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对加强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

近日，新华社记者走访了浙江、江苏、甘肃等地养老院，
感受到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大幅提升给老人生活带来的可
喜变化；智能化应用、社会力量的参与，更让他们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初秋傍晚，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山脚下，流水潺潺。在青
山绿水环抱的敬老院——康馨家园，记者见到了悠闲溜达的
79岁的老人叶忠达。

叶忠达退休后，一直居住在庆元县菊水村的屏都中心敬老
院。2016年8月，当地遭遇了台风“桑美”的肆虐，当年11月，
为了提升老人的晚年生活品质，屏都中心敬老院42名特困老
人全部搬迁至庆元县新建的公建民营敬老院“康馨家园”。

依山傍水的“康馨家园”如同“天然疗养院”，老人们早餐
前、晚饭后都喜欢到户外溜达。这里每6位老人配有1位专职
护理员，敬老院还与县中医院达成医养结合的相关协议，老人
的住院医药费全部由政府报销。

“搬到新的敬老院有3年了，这里条件更好，每个房间都有
空调和洗衣机，每顿饭都有三菜一汤。”79岁的叶忠达说，现在
对生活很满意，“有空的时候，我还去门口的溪沟里钓鱼呢。”

拥有得天独厚自然景观的丽水，在养老福利事业发展中，
制定精细服务标准，讲求人文情怀。

在丽水市“怡福家园”，两棵百年樟树庇护着老人公寓。
这里为老人开设了阅览室、书法室和护理康复室。老人们可
以享受医护人员的定期服务，吃上农场里自己种出的瓜果蔬
菜，养老院的公众号上还会刊载他们自创的诗歌。

“怡福家园”院长姜兰芳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能让老人们以一种更平稳、平和的状态与疾病和衰老相处。”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的重
要指示精神，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于2017年启动了全国养老
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和
信用监管体系建设等。

截至8月10日，全国符合《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国家标准的养老机构超过1.1万家。

“上楼看电影去喽！”每天
下午1点半，住在江苏省南京市
江宁区谷里敬老院的荆荣云老
人都会准时起床，兴奋地挨个房
间招呼同样爱看电影的“老伙
伴”，一起到二楼活动室看电影。

活动室内，现代化的投影
设备正在播放电影《智取威虎
山》，崭新的立式空调开着，20
多位老人聚精会神地看着电
影、喝着绿豆汤，很是惬意。

“大家看着老电影，共同回
忆往事，非常开心。”76 岁的荆
荣云已经在谷里敬老院住了14
年，回忆起这十几年敬老院居住
条件的变化，心情激动。

记者走进老荆的房间，看
到空调、护理型床位、应急呼叫
系统等设施。

为防止老人摔伤，敬老院
内的水泥地都铺上了塑胶，走

廊内也加装了扶手。残疾老人
则拥有“定制化”房间，屋内卫生
间和床都经过专门改造，方便坐
轮椅的老人生活。有些老人腿脚
不便，还可以乘电梯上下楼。

这一切，让人很难想象这
是家农村敬老院。谷里敬老院
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2018
年，谷里街道投入 1000 多万
元，按照安全化、规范化、信息
化、适老化的原则，对谷里敬老
院进行改造、升级。

据统计，到 2018 年年底，
我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达
16.38 万 个 ，养 老 服 务 床 位
746.3万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覆盖全部城镇社区和50%以上
的农村社区。记者在多地养老
院看到，随着基础设施显著提
升、功能改善，老人的幸福感、
获得感逐步增强。

兰州市民祝磊姝今年86岁，子女每次出
门，最牵挂她独居出意外。今年6月，城关区
虚拟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来访，在她家里安装
了智能养老“三件套”，这种新研发的涉老产
品，帮祝磊姝的子女们省了不少心。

在祝磊姝家的电视机前，摆放着一个杯状
语音报警器，旁边配有酷似平板电脑的视频通
讯设备。祝磊姝只要喊一声“救命”，语音报警
器就会自动识别，报警信息随即传递到城关区
虚拟养老院热线中心和她子女的手机上。

“人老了，总担心儿女不在眼前可咋办？”
祝磊姝说，自己在虚拟养老院注册后，不仅可
以去固定餐厅吃饭，还可以在家安享独居生
活，“过去养儿防老，现在智慧养老让我和家
人很安心。”

始建于2009年的城关区虚拟养老院，由
政府主导、企业加盟、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老
人拨打热线电话，说明服务需求，就近的加盟
企业便会派出相应的服务。截至目前，全区
有 12.12 万名老人注册入院，服务总量达到
1289万人次。

记者在城关区虚拟养老院看到，这里犹如
城市智慧养老的“中枢大脑”：客服中心的热线
电话此起彼伏，大厅电子荧屏实时显示全城线
下服务分布地图，服务量也有实时统计，楼道
角落到处展示着计划投放入户的智能设备。

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详细了解虚拟敬老院的运行情况。院长秦
田田说，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至今，虚拟养老
院不仅迈入智能养老时代，而且已建成16个
街道社区医养融合服务中心，为老服务项目
扩展为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紧急
援助四大类150余项服务。

近年来，我国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
服务，不断放宽准入，支持依托“互联网+”的便
捷养老服务开展连锁化、综合化、品牌化运营。

财政部等部门发布公告，从今年 6 月 1
日到2025年年底，对提供社区养老等相关服
务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并减按90%计入所得
税应纳税所得额等6项收费。这些措施力度
大、受惠面广，有望进一步激发养老市场活
力。 （新华社杭州8月25日电）

叶忠达的垂钓生活

荆荣云的怀旧电影 祝磊姝的智能新生活

在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大厅，工作人员介绍
虚拟养老院线下服务分布情况 （新华社发）

甘肃省兰州市86岁市民祝磊姝不仅能使用视频通信
设备报警，还可以收看电视节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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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污染变身 ：治理畜禽粪污，他们这样干！

多年来，一个怪象困扰农业发展：一边是过
量使用化肥致地力下降，一边是养殖粪污直排造
成环境污染。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
物处理和资源化，关系6亿多农村居民生产生活
环境，关系农村能源革命，关系能不能不断改善
土壤地力、治理好农业面源污染，是一件利国利
民利长远的大好事。

转变发展理念、研发适用技术、探索综合利
用……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不仅让畜禽粪污这一曾经最大
的农业面源污染源转化为珍贵的宝藏，同时还让
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种地26年，还是头一回看见‘抢’地的。”
村民暨猷满感慨万千。

不久前，福建省南平市水吉镇玉瑶村有
21 亩集体地由村民公开竞价承包，价格从
900元一直加到1100多元。

就在 3 年前，玉瑶村每亩好地的租金不
过300元，差一点的地白送都没人种。暨猷
满说：“那是因为之前上化肥种一季水稻，地
就‘没劲儿’了。现在上沼液啦，一年种三茬
还肥得很。”

暨猷满所说的沼液，来自村里的一家规
模奶牛场。通过新上的沼气工程设施，奶牛
的粪污可以产生沼气，用来生火、发电和供
热，沼渣可做有机肥，沼液还田肥力大。这
些，全部免费提供给周边的村民。

眼下正是播种玉米的季节，暨猷满和其
他村民一起，顶着高温在奶牛场的沼液池旁
等着拉沼液回去，10多辆小卡车排成了一条
长龙。“到了 12 月种菜的时候，沼液都不够

用，周边的村庄都来拉了。”
人靠五谷养，田靠粪土长。说起沼液的

好处，当地村民们七嘴八舌聊起来：“用了沼
液以后基本不用化肥，一亩地省下200元肥
料钱”“用了沼液的地，种出来的菜新鲜，摘下
来放几天都不会干”“土变得又松又肥，一亩
水稻增产400斤”“肥力够了，种完水稻，还能
种一茬玉米，再种一茬芥菜”……

据统计，我国每年养殖畜禽 200 亿头
（只），产生粪污30多亿吨。福建省畜牧总站
高级畜牧师卓坤水说：“这些粪污用不好，就
是最大的污染；用好了，就是珍贵的宝藏。”

“现在在家种地比打工合算。”村民叶旺
笑着说，他家用上沼液后，1亩地纯收入增加
了近3000元，改变了他和其他村民的生活轨
迹。“现在是农田有活力，农民有收入，农村有
希望。”

近几年，回到玉瑶村的人多起来了，村里的
种植面积也从不足700亩增加到近2000亩。

“弃物”变资源

“没什么味道吧？”刚迈入福建省永诚华
多种猪公司的猪场大门，总经理薛永柱略带
得意地问记者。

这家养殖场，没了曾经熟悉的“味道”。
养殖栏内更令人吃惊。猪粪和尿液通过漏缝
地板直接排走，地面干燥清爽。猪懒洋洋地
躺在地板上，露出干净的肚皮。

永诚公司用的是福建省首创的“异位发
酵床”技术，粪污通过预埋的管道，输送到另
一个厂房的储液池内。只要轻轻按下按钮，
一台半自动化机械就能将收集好的粪污撒到
木屑、谷壳等垫料上，发酵后既是上好的有机
肥原料，也是培养菌菇的优质基质。

薛永柱说：“原来每年要投入大量资金和药
品对粪污进行无害化处理，实际上是用一种资
源去消耗另一种资源，还是会有排放。现在全
程实现了‘零排放’，不用担心被人投诉举报了。”

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兴养殖场，由于环保

理念和设施滞后，带来严重污染。
“当时有一些养猪村，粪污就挖个坑存

着，一下雨就污水横流、又黑又臭、苍蝇乱飞。”
福建省畜牧总站站长黄宏源说。统计显示，
2010年全国畜禽养殖业排放的化学需氧量达
到1268.26万吨，占农业源排放总量的96%，畜
禽粪污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这项决策太及时了！”听到总书记在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黄
宏源十分激动，立即着手福建省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工程。

如今，受益于沼气、发酵、生产有机肥等
粪污无害化处理方式的推广，全国许多畜牧
大县从“脏乱差”变得“洁净美”。黄宏源所在
的福建省，74个畜牧县已投入各级财政资金
5.57亿元，全省畜禽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率
达88%，规模场畜禽粪污处理装备配套率达
95.5%，走在全国前列。

猪场“零排放”

农田现生机

每天早上 7 点，一辆满载鸡骨
架、鸡头和鸡肠的罐式卡车开进位
于福建省光泽县的一间废弃物处理
厂，随后这些下脚料被倒进安置在
地下的原料罐。

“就像是给加油站的油库加油
一样。”圣农集团下属的福建海圣饲
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海军说，这些
废弃物将被做成水产饲料，在此过
程中产生的大量蒸汽和热水又被重
新送回一公里之外的屠宰场和加工
厂，用于烫鸡拔毛。

总部位于福建光泽的圣农集团
年产肉鸡 5 亿羽，是全国最大的白
羽肉鸡自繁自养自宰一体化企业。
每年生产带来的大量鸡粪、羽毛、骨
头、血液等废弃物，几乎全部通过不
同的技术与设备，变成了宝贵资源。

圣农集团旗下圣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使用鸡粪和谷壳混合
物燃烧带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是
亚洲最大的鸡粪发电厂。每年可消
耗鸡粪 30 万吨，发电量 2.1 亿千瓦
时，节约标准煤 15 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20万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14 次会
议以来，在国务院和相关部委的大
力推动下，一批化害为利、变废为宝
的新技术新设备在各地不断涌现。

在黑龙江，将牛粪与秸秆按一定
比例混合喂养蚯蚓，不仅能够高效处
理牛粪，还能消化大量秸秆，而且蚯
蚓粪是优质生物有机肥，可谓“一箭
三雕”；在广东，不少猪“住”上二楼，
粪污经过全漏缝地板排放到一楼，与
一楼铺陈的木糠或秸秆垫料混合进
行生物发酵；在福建连江，沼液搭配
上了智能设备，农民通过手机App就
可远程操控，依据土壤墒情、气候情
况等需求智能化施肥……

记者掌握的最新数据显示，自
2017年起，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
176.5亿元，支持畜禽粪污处理利用
设施建设，实现 585 个畜牧大县全
覆盖。目前，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到70%，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63%，比
2015年分别提高了10和13个百分
点。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藏大宝

福建明圣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工人在操作机器
生产利用鸡血制成的蛋白饲料 （新华社发）

福建省福清市一有机火龙果园内，隔壁猪场排
放的沼液通过管道直供火龙果园使用（新华社发）

福建凯圣生物质热电厂以谷壳和鸡粪混合物为原料福建凯圣生物质热电厂以谷壳和鸡粪混合物为原料
发的电大部分并入国家电网发的电大部分并入国家电网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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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