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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春意更浓，河南省洛阳市牡丹花开
得正艳。在洛龙区石油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65 岁的刘晓霞走出理发店，笑得比花都灿
烂：“自从养老服务中心周边配建了理发店，
我跟老伴儿再也没去外面剪过头发，师傅手
艺好，还便宜，美得很！”

洛龙区石油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共有二
层，有餐厅、宿舍、活动中心等，周边还配有
理发店、裁缝店、生鲜超市，以及各种休闲
娱乐场地，成了社区老人们茶余饭后的聚
集地。

近年来，洛阳市把构建完善的城乡养老
服务体系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和“一把手”工
程，聚焦解决城市多元化养老服务和农村基
本养老服务供给短缺问题，积极探索将基本
养老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构建

“五级四类”城乡养老服务体系。

构建“五级四类”城乡养老
服务体系

数据显示，洛阳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
132.5 万人，老龄化率达 18.7%，且老年人口
呈现增速快、高龄化和空巢化的趋势。

在城市，洛阳按照“就近就便”原则，构建
市级养老服务中心、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居民小区养老服务站点、

家庭养老床位五级养老服务体系。
全市根据需要在每个社区建设1至2个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日间
照料等服务。在社区之上，建设市级养老服
务中心和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市级养老
服务中心主要承担综合监管、标准制定、人才
培训、大数据管理运用等职能；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通过嵌入市场化养老服务机构，为
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的托养服务。在社区之
下，则建设居民小区养老服务站和家庭养老
床位。居民小区养老服务站承担部分日间照
料功能，并提供上门巡访等服务；家庭养老床
位以适老化、信息化改造为重点，通过远程监
测、居家照护等方式，满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原地安老需求。

在农村，洛阳按照“不离土、不离村、不离
亲”原则，推广“集中+居家”养老模式，构建
涵盖乡镇区域集中养老服务中心、集中互助
养老服务站、小型集中养老服务点、村级居家
助老服务点的养老服务体系。

高标准满足城乡老年人多元
养老需求

“老李，咱俩来一局！”在洛宁县下峪镇对
九峪村的养老服务点，村民梁文放下碗筷，准
备和棋友们下几局象棋。几步之遥的村卫生
室内，村医李少波正耐心地为老年人进行身
体检查，并详细叮嘱他们注意事项。

如何高标准构建养老服务体系？洛阳市
坚持高起点规划，编制《洛阳市“十四五”养老
服务体系和康养产业发展规划》，印发《关于
深化养老服务领域改革推动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发展的实施意见》《洛阳市推广农村“集
中+居家”养老模式实施方案》，对城市“五
级”和农村“四类”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服
务模式提出明确要求。

同时，为突出城乡养老服务设施服务功
能，洛阳进一步明确，在城市地区，街道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要配建集中托养区、公共服务
区、公共活动区，并嵌入智慧养老服务终端（即

“三区域一平台”），社区和小区级在配建公共服
务区、公共活动区、嵌入智慧终端（即两区域一
平台）的基础上，可根据实际需要，拓展服务功
能。在农村地区，乡镇区域集中养老服务中
心、小型集中养老服务点要配建老年人生活
区、公共活动区、公共服务区，集中互助养老服
务站要建有老年人生活区和公共活动场所，村
级居家助老服务点要配建公共活动和公共服
务场所，因地制宜满足当地老年人需求。

通过一系列标准的细化实化，洛阳力求
做到全方位满足老年群体养老及休闲需求。

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完善养老
服务保障

一块钱的豆浆、一块钱的茶叶蛋、六块钱
一份的鲅鱼水饺……如此物美价廉的餐品备
受洛阳市西工区洛玻社区老年居民喜爱。

“自从社区食堂开了门，我几乎天天来这
儿吃。饭菜味道好，价钱还公道，比我自己买
菜做饭省劲儿多了。”提起社区食堂，居民王

爱国赞不绝口。
去年以来，为帮助社区老年居民解决吃

饭、做饭难题，洛玻社区配建社区食堂，由餐
饮连锁企业喜唐水饺负责运营，每日提供早
中晚三餐。

这是洛阳积极探索多种运营模式，不断
完善保障机制，加强监督管理的具体实践。

当前，洛阳市坚持政府主导而不包揽的
模式，鼓励养老服务中心（站、点）引入符合条
件的市场主体和社会资源，由政府出资建设
城乡养老服务设施，建立遴选机制，严格制定
服务规范和收费标准，吸引市场主体积极参
与运营服务。这已成为洛阳社区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运营的主要方式，实现了政府、市场、
社会的有效链接，推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
系科学运转。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短板弱项，加强改
革创新，持续完善‘五级养老服务体系’，推广
农村‘四类’养老服务设施，优化城乡养老服
务供给、构建有洛阳特色的‘五级四类’城乡
养老服务体系。”洛阳市副市长王国辉表示，
将通过品牌提升和示范创建，进一步推动养
老服务规范化、标准化；通过加大资金投入、
设立公益性岗位等举措，确保城乡养老服务
设施可持续、长效化运行。
（原载于《光明日报》2023年4月9日03版）

河南洛阳：适老家园，让老人更安心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
员 刘青）记者昨日从市文广旅局获悉，作
为第4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联动活动
之一，天街·洛阳青年理想生活节日前在天
街定鼎门段明教坊区域开启。

天街·洛阳青年理想生活节将持续至
4月16日，该活动不设门票，活动期间将举
办市集奇妙游、户外运动、心跳音乐会等活
动，为广大游客特别是青年群体营造全新

的沉浸式体验场景。
●市集奇妙游
洛阳头部美食、咖啡、茶饮、文创、手

作、户外运动、装备、时尚社群、图书、公益
组织等主理人集结于此，用各自方式向游
客展示他们独特的文化，从“游”的视角，展
现当代潮流文化。

活动期间出摊时间：周一至周四15：00
至21：30，周五至周日13：30至22：00。

●摩旅服务区域
在摩旅服务区域，弗兰克机车、川

崎机车等著名机车品牌，为游客展现摩
旅出行场景，为“骑士”们营造一方“造
梦天地”。

●青年露营公园
这里有时下火热的露营场景展示、装

备体验，还融入飞盘、瑜伽等露营新生活形
态，更有露营达人分享露营心得，倡导文明

露营，传递精致露营、无痕露营理念。
●户外运动

“飞盘九宫格”“点球大战”“桌面乒乓
球”“mini户外篮球”“户外瑜伽”等快闪式
运动将悉数登场，游客可与专业教练一同
探寻潮流运动户外新场景、新体验。

●心跳音乐会
风格迥异的独立音乐人、青年歌手将

在这里带来rap、电音等精彩表演。

将持续至4月16日，为游客营造全新的沉浸式体验场景

天街·洛阳青年理想生活节开启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天香
如绣——王绣牡丹艺术展开幕暨作品捐赠
仪式今日在洛阳博物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文物
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洛阳博物馆、
洛阳市美术家协会、洛阳美术馆、牡丹文学杂
志社等承办，将展出著名画家王绣的作品。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牡丹自古有“国色天香”之誉，与洛阳有不
解之缘。自唐宋至今，牡丹文化渐成大观，
成为中国人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王
绣青年时求学于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哈尔
滨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来到洛阳，从
业文博，许身艺术。数十年间，她从龙门石

窟到洛阳博物馆，从发掘现场到国际展会，
见证了洛阳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

王绣不仅是文博事业的见证者，也是
牡丹文化的传播者。她融合中西技法，注
入人文精神，开创“新牡丹画派”。在她的
带领下，洛阳形成了独特的牡丹画文化产
业，被学术界称为“王绣现象”。王绣的画

作被世界各地美术机构收藏，被海内外众
多艺术场所陈列。

王绣牡丹艺术展开幕暨作品捐赠仪式今日举行

《光明日报》记者 王胜昔 洛报融媒记者 李雅君

本报讯 （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 通讯员 李
倩）昨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作为“惠享花城
嗨购洛阳”牡丹消费季系列活动之一，“洛酒”主题
促消费活动今日在洛邑古城举行。市民可观看沉
浸式酒道表演，还可现场品味洛阳美酒。

本次活动将丰富牡丹文化节沉浸式消费体
验，通过酒道文化展示、沉浸式现场品鉴、集中展
销等方式，提升洛阳酒产品知名度、认可度，带动
本地白酒消费。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以说，洛阳是中国
酒文化的故乡。近年，洛阳大力实施白酒产业转
型升级战略，从完善保障机制、强化政策支持、优化
市场环境等方面全力支持洛阳本地白酒产业发展。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3月以来，洛阳
持续开展“惠享花城 嗨购洛阳”牡丹消费季系列
活动，进一步营造消费氛围，释放消费潜力。我市
下一步还将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提升市
民消费意愿，打造消费强磁场。

观酒道表演
品洛阳美酒
“洛酒”主题促消费活动今日举行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牛鹏远 通讯员 李
新江）昨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为保障第
4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城市区停车秩序，更
好服务自驾来洛游客，该局联合有关部门，持续对城
市区停车场进行规范治理。

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自牡丹文化
节赏花仪式启动以来，该局按照统一公示牌、统一
服装、统一工作证、统一发票的“四统一”标准，对
城市区各类临时停车场进行规范治理，坚决打击
擅自占用市政道路收取停车费、未报备收取停车
费等行为。针对外地游客较多的洛邑古城景区周
边，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进行联合执法，持续对违
规乱收费人员进行处理，维护游客合法权益和洛
阳旅游形象。

目前洛阳城市区范围内，按照政府定价的停
车场收费标准为：龙门石窟景区停车场、关林景区
停车场、白马寺景区停车场，小型汽车每次10元、
中型汽车每次15元、大型汽车每次20元；其他停
车场（位）7时至23时，小型汽车每次3元、中型汽
车每次5元、大型汽车每次8元，过夜不分车型每
次10元，24小时跨时段按过夜标准收费，不得分
时段累计计费。

市民和游客如果遇到停车乱收费问题，可拨
打24小时电话0379—69912345进行投诉。

规范停车秩序
服务来洛游客

近日，河南科技大学过街通道人防工程规范
性整治工作顺利完成，更好展现城市形象，助力牡
丹文化节。此次整治工作由市国动办（人防办）组
织开展，规范人行通道口人防标牌，加装遮雨棚，
充分发挥人防工程护民、利民、便民作用。下一
步，市国动办（人防办）还将完成6个消防应急出
入口遮雨棚的设计安装。

洛报融媒记者 吕百营 通讯员 赵璇 杨帆 摄

优化人防工程 展现城市形象

国色竞芬芳 花香醉游人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
京城。市区各牡丹观赏园已进入
盛花期，园内猬实、樱花、黄刺玫等
繁花似锦。

●王城公园

全园共有约550个品种牡丹开
放，开花牡丹约占本园牡丹的65%，
主要分布在牡丹仙子、甘棠洲、紫
云天香台、王城春早、傲梅渲春观
赏区。盛开的牡丹品种有火鸟、杨
贵妃、岛大臣、飞燕红装、金丝贯
顶、太阳、芳纪、新岛乙女等；初开
的牡丹品种有海黄、黄冠、镰田锦、
八千代椿等。园内樱花、猬实、蓝
叶忍冬等花团锦簇。大门内广场

“只闻花香”、北门入口“莫问流年”
景点采用花境式布局，巧妙结合旱
溪、景石元素，各色宿根花卉与牡
丹随风摇曳、交相辉映，营造王城
公园赏花“打卡”新亮点。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全园共有约550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牡丹约
占本园牡丹的55%，主要分布在九色园、百花园、特
色园、科技园。盛开的牡丹品种有白山黑水、霓裳
羽衣、绿野仙踪、天香等；初开的牡丹品种有烟绒
紫、蓝芙蓉、帝冠、彤云夕照等。此外，园内流苏、猬
实、绣球荚蒾、菊花桃、黄刺玫竞相绽放。最佳观赏
区：百花园诗廊、沉香亭周边、九色台周边。

●中国国花园

全园共有约510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牡丹约
占本园牡丹的53%，主要分布在开元富贵广场、二
乔亭、国色广场。盛开的牡丹品种有群乌、圣代、花
王等；初开的牡丹品种有帝冠、天衣、新七福神等。
园内黄刺玫、樱花、紫藤、棣棠竞相开放。最佳观赏
区：二乔亭、国色广场周边。

●国家牡丹园

全园共有约360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牡丹
约占本园牡丹的38%，主要分布在南园牡丹展览
馆、凤丹林、基因库、国际牡丹品种区、精品园、北
园九色台、江南品种区、西南品种区。盛开的牡丹
品种有百园红霞、金桂飘香、冠世墨玉、赛雪塔、清
香白玉翠、胜葛巾、冠群芳、霓虹焕彩等；初开的牡
丹品种有荷花绿、香玉、白玉、贵妃插翠、红宝石、
胡红等。园内荷包牡丹、紫藤、棣棠、樱花等繁花
似锦。

●国际牡丹园

全园共有约200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
牡丹约占本园牡丹的30%，主要分布在华夏
园早花区、大温室、牡丹路。盛开的牡丹品
种有海黄、黄冠、火鸟、珊瑚台、麻姑献寿、
紫凤朝阳、寒樱狮子、雨后风光、桃花飞雪
等；初开的牡丹品种有老君紫、贵妃插翠、
墨素、宏图、锦帐芙蓉、紫盘托桂、户川寒、
唇红、红宝石、锦袍红、紫罗汉、乌金耀辉
等。园内樱花、蓝叶忍冬、紫荆盛开。

●神州牡丹园

全园共有 439 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
牡丹约占本园牡丹的43%，主要分布在国
花坛、精品观赏区、花仙宫南侧观赏区。盛
开的牡丹品种有景玉、银红巧对、卷叶红、
蓝宝石、百园红霞、粉楼台、富贵满堂、贵妃
插翠、粉中冠等；初开的牡丹品种有俊艳
红、胜葛巾、冰凌罩红石、层叠多娇、白鹤卧
雪等。园内棣棠、樱花等盛开。

●牡丹公园

全园共有23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牡
丹约占本园牡丹的60%，主要分布在古牡
丹园、瀛园。盛开的牡丹品种有葛巾紫、十
八号、珊瑚台、香玉、花王、岛锦、绿香球、海

黄等；初开的牡丹品种有明石泻、瑶池贯月
等。园内樱花盛开。

●西苑公园

全园共有29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牡
丹约占本园牡丹的66%，主要分布在运动
区、太极广场、牡丹画廊。盛开的牡丹品种
有四川墨魁、岛锦、珊瑚台、首案红、春红娇
艳、茄蓝丹砂等，初开的牡丹品种有日向、
飞燕红装等。园内樱花开放。

●洛阳郁金香牡丹园

全园共有24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牡
丹约占本园牡丹的45%，主要分布在牡丹
东区。盛开的牡丹品种有赵粉、葛巾紫、首
案红、胡红、岛锦、十八号等；初开的牡丹品
种有珊瑚台、花王、初乌等。园内郁金香、
樱花等欣然开放。

●天囿牡丹园

全园共有约20个品种牡丹开放，开花
牡丹约占本园牡丹的15%，主要分布在主
干道两侧、樱花路两侧、红叶李路两侧。盛
开的牡丹品种有洛阳红、胡红、迎日红、黑
海撒金、雨后风光、蓝月亮等；初开的牡丹
品种有赵粉、肉芙蓉、鲁荷红、卷叶红、夜光
白等。园内樱花、碧桃、紫荆、郁金香、紫藤
等盛开。

第4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花情
预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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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摄

中国国花园国色绽放 张义康 摄

王城公园牡丹吐芳王城公园牡丹吐芳 王浩然王浩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