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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央视中秋晚会与您相约洛阳20202020

“我们一定要借助这个平台，让世界更好地
了解洛阳。”近日，当记者联系上正在外地拍戏
的洛阳籍著名演员、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
李梦男时，他对于即将在中秋节播出的央视中
秋晚会非常期待，因为这次的晚会是在自己的
家乡洛阳举办，他虽然人在外地，但这些年一直
关注着家乡的消息。

李梦男是洛阳老城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
院，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分配至中央实验话
剧院（今中国国家话剧院）。他曾饰演过电视剧

《常回家看看》中的四哥、《民兵葛二蛋》中的民
兵队长赵希梅、《胭脂》中的大反派万志超等。
他还曾经在 2016 年 9 月，获得美国第 13 届圣
地亚哥世界儿童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奖，在
去年摘得美国第36届迈阿密国际电影节“魅力
中国华语片主竞赛单元最佳男主角”奖。如今，
李梦男正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拍摄一部
司法题材的电影《以法之名》，他在里面饰演男
主角律师刘大可。

李梦男告诉记者，他前几年曾经因为拍戏
回过洛阳，家乡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变化特别
大，尤其是新区的建设。他为家乡日新月异的
变化感到欣喜，更为自己是一名洛阳人而骄傲
和自豪。

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在洛阳举办，李梦男
认为这对于洛阳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他
说，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新的平台，让洛阳的形象
宣传再上一个新台阶。

李梦男也想对家乡提一些建议。他认为，
洛阳作为一座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城市，保护
与发展相辅相成，也使洛阳面临新的机遇和挑
战，他希望家乡能在快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
老洛阳的原汁原味，留住乡愁。

本报记者 李砺瑾

洛阳籍著名演员、中国国家
话剧院一级演员李梦男——

“让世界更好地
了解洛阳”

敬老，是洛阳人过中秋的一种风俗。
我市知名历史学者郑贞富说，敬老风俗的

产生，与中原先民的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在农
业社会，年轻人想要搞好农业生产，不仅要进行
大量实践，还必须向年长者学习经验，久而久
之，敬老的理念逐渐形成。

自三代时期始，便有了许多关于尊奉高
年、孝敬老者的记载。“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
齿（尚齿指尊敬老者），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
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有虞氏养
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
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
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
虞庠在国之西郊。”可见，中原地区很早就有了
敬老的传统。

到了汉代，中秋敬老已经成为国家制度。
《礼记·月令·仲秋之月》篇说：“是月也，养衰老，
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就是说，每到中秋之时，
官府要挨家挨户对老人表示尊重，并授其手杖、
赠之糜粥。《后汉书·礼仪志》也规定，每年中秋，
官府要查户籍，凡年过七十的老人，都会获赠手
杖和糜粥。

随着北宋灭亡，在山河破碎、骨肉离散的背
景下，中秋节的“团圆”意义被凸显和强调，加之
重阳节的出现，中秋敬老的主题逐渐淡化，但一
直没有消失。

如今，洛阳人依然延续着中秋敬老的优良
传统，常见的形式有“儿女敬父母”“未过门的女
婿敬岳父母”“邻里之间，小辈敬长辈”“厂矿、机
关、学校等敬离退休老干部、老工人”等。

本报记者 刘嘉仪

我市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加快建设“乐养居”、
社会办养老机构等，城市养老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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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不过夕阳红。只有养老服务保
障工作做实做细，才能让千千万万老年
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

近年，我市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工作，加快建设“乐养居”（“乐养”谐
音“洛阳”，指安居洛阳，快乐养老）、社会
办养老机构等，城市养老服务水平全面
提升。2020 年洛阳市重点民生实事工
作要求，完成新建、改扩建“乐养居”（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50个，目前已建成投用
42个，数以万计的老人在“乐养居”内享
受贴心的养老服务。

今年，我市市级养老服务
信息平台和5个城市区平台将
全部建成，目前，市级养老服务
信息平台已完成数据收集和软
件开发，正在进行主城区平台
对接、数据筛选入库工作；涧
西、西工、洛龙、老城、瀍河5个
主城区平台已全部建成。

“68岁王女士，洛龙区勤政
苑小区，中餐”“66岁张先生，洛
龙区龙瑞小区，中餐”……18日
11 时许，洛龙区老人通过洛龙
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订餐的情
况，出现在位于洛阳大数据产
业园的平台大屏幕上。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相关
负责人介绍，市级平台汇聚了
我市126.7万老年人口、212家
养老机构、233家养老服务中心

及 5000 余名养老从业人员的
数据信息，将养老从业人员与
养老服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平台为养老服务提供信息
化支撑，并结合云计算、大数据
的发展趋势，为老年人提供服
务查询、服务申请，便于查询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及养老机
构信息。

此外，市级养老服务信息
平台还为全市养老工作提供大
数据管理、“十助二护”服务、政
府购买服务申请、服务质量管
控、养老机构实时监控、养老机
构智慧消防、老人安全实时报
警及失智老人定位等服务，推
动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提升
养老服务质量水平，让洛阳的
养老服务更接地气、更有人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
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
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
业发展。

面对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紧
迫形势，近年，我市将医养结合
工作纳入《洛阳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社会
参与”的作用，并出台一系列扶
持政策，健康老龄化工作卓有
成效。我市在全省率先组建老
年病医院、老年疾病防治中心
和安宁疗护中心，老年健康服
务网络逐步健全，先后被国家

确定为医养结合、安宁疗护试
点城市，逐步打通健康养老“最
后一公里”。

目前，在全市91个社会办
养老机构中，提供医养结合服
务的有 20 个。我市将深入推
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有
序推进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
革试点、国家智慧健康养老应
用示范试点、国家级医养结
合试点建设，全国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通过验
收，让更多老年人“安居洛阳
乐养老”。

本报记者 余子愚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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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养老
我市建成投用
42个“乐养居”

周一至周五的中午，家住吉利区三
和社区的王先生，在三和社区“乐养居”
吃过午饭，并不着急回家，他总会在“乐
养居”内的休憩区待上一会儿，看看书，
或者和熟悉的老人们聊聊天，享受“乐养
居”带来的便利养老服务。三和社区“乐
养居”负责人赵斌说，老人每天只花十余
元，就可以享受到早中晚三餐服务。

8月7日，吉利区三和社区“乐养居”
和康乐社区“乐养居”同时正式投用，其中
三和社区“乐养居”总面积1400平方米，
康乐社区“乐养居”总面积450平方米。

三和社区“乐养居”主要包括室内日
间照料娱乐、室外文化活动广场、嵌入式
医护托养和养老服务餐厅，同时配备了
齐全的文娱活动设施、保健按摩设施及
助浴助餐设施，确保老年人在“乐养居”
内享受到便利、高效的养老服务。

近年，我市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工作，做到“应养尽养”。记者从市
民政局获悉，根据《洛阳市“乐养居”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实施方案（试
行）》的要求，我市按照“五统一”标准，打
造“乐养居”品牌，形成城市区“15分钟养
老服务圈”。

目前，我市建成投用 42 个“乐养
居”。到2022年年底，全市将建成“乐养
居”300个以上，实现城市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全覆盖，服务逐步向“十助二护”（即
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急、助行、助
乐、助购、助聊、助学和护理、巡护）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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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 智慧养老

让养老服务更接地气、更有人气

0303 医养结合
打通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

老人在西工区蒋沟社区“乐养居”内咨询

老人在吉利区三和社区“乐养居”内吃饭

老人在瀍河区龙泉社区龙北“乐养居”内休闲娱乐

老人在吉利区康乐社区“乐养居”内进行理疗按摩

涧西区广文路社区涧西区广文路社区““乐养居乐养居””

中秋敬老良风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