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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西区坚持涧西区坚持““开门办养老开门办养老””，，着力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着力构建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机构为补充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

“今天社区请大家来吃饺子，顺便
想听听大家对解决不文明养犬问题有
啥好招儿。”

16日上午，涧西区长春路街道长春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活动室的会议
桌上，摆了一盆已经调配好的饺子馅和
面粉、案板、擀面杖等物。社区党委书
记何谦招呼几位居民坐下，一边说一边
揉起了面团。

看到何谦包饺子时“笨手笨脚”，63
岁的居民胡敏霞撸起了袖子：“咱一起
动手！”在她的带领下，其他几位居民纷
纷洗手干了起来。

“我每次带孙女在院子里玩，看到
没有人牵的狗乱跑，心里就害怕。”胡敏
霞率先开口，她年轻时有一次差点儿被

狗咬伤，从那之后对不文明养犬问题就
格外关注。

“对啊，除了不牵狗，遛狗时的环境
卫生问题咱们也得多留心。”张桂蓉将
馅料放进胡敏霞递过来的饺子皮里，没
几下就捏成一个饺子。

桌子上已经包好的饺子越来越多，
现场讨论也越来越热烈。

“咱小区的不文明养犬问题日积月
累。要我说，我们还得多发宣传页，把

文明养犬氛围营造起来。”“宣传页的效
果不好，我们应该建个微信群，把社区
里所有养狗的人拉进来，平时在群里发
点辖区宠物用品店的优惠券，顺带把文
明养犬知识宣传了！”……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很快，一套完整、操作性强的方
案就出炉了。

这时，又有人提出愿意牵头组建社
区“管闲事”志愿服务队：“闲着没事儿
就在小区里转悠，提醒遛狗拴绳、清理

狗便……”一呼百应，参与活动的9位居
民全部现场报名参加。

“小区里的‘闲事’都是影响家家
户户的大事，‘管闲事’这个名字起得
好！”何谦一边将热气腾腾的饺子往
碗里盛一边笑着说，“今天这个活动
的收获太大了！饺子好了，大家赶紧
趁热吃。”

走出活动室，大家纷纷感叹，以前
开会常冷场，如今热热闹闹地就把事情
解决了，“美哩很！”

接下来，长春社区还将持续采用这
种群众参与的“家宴”形式，把社区中大
伙儿的“急难愁盼”放在饭桌上说一说，
从中找寻文明社区创建的“锦囊妙计”。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王若馨

召集居民办“家宴”“锦囊妙计”从中来

“我在邻里中心参加免费职业技能
培训结业后，持证上岗从事汉服妆造，收
入不错。”昨日，提起我市开展的“人人持
证”职业技能培训，老城区32岁宝妈宋亚
南说。

当日，在老城区北大街社区邻里中
心，10 名曾参加过美容师职业技能培训
的宝妈分享就业、创业经验。（如图）

这群宝妈中数宋亚南年龄最小，她
原是一名地产置业顾问，婚后担心忙起
来没法照顾孩子，便辞掉工作成了全职
宝妈。从今年5月开始，她早起送孩子上
学前班，而后就去汉服馆为提前约好的
游客化妆。

“今年 4 月，我听说老城区人社局在
邻里中心开展免费汉服妆造技能培训，就
报了名。”宋亚南说，她参加完11天培训
后，在结业现场就和一家汉服馆签了约，
工作时间灵活，每月有几千元收入。

宋亚南表示，这几个月，她经常穿着
汉服回家，一路上被行人和邻居夸赞，心
里别提多美了。她感谢“人人持证”职业
技能培训这一好举措，让自己找到了合

适的工作。
老城区 41 岁的马静，同样是一名职

业技能培训的受益者，她结业后在老城
区十字街附近开了一家汉服妆造馆。这
间15平方米的小店，节假日每天能为她
带来超过1万元的营业额。“非常感谢邻
里中心的免费技能培训。”马静说。

今年以来，依托社区邻里中心，老城
区人社部门聚焦提技能、促就业重点工
作，联合时尚魅影职业培训学校等机构
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培训了一批汉服妆
造师、烘焙师等，并精准邀请辖区特色文
创企业、单位现场招聘。截至今年7月，
老城区人社部门共开办各类培训班 71
个，培训人员9717人次。其中，开办汉服
妆造班33个，培训人员2146人次。

老城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他们将依托邻里中心，持续开展

“人人持证 技能洛阳”建设工作，抢抓产
业风口，打好“组合拳”，为企业和群众提
供更多、更优质的“一站式”就业服务。

洛报融媒记者 王博东 通讯员 李
帆 周福雨 李琳琳 文/图

■ 日前，由市残联主办、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
会承办的“关爱特殊群体，共享美好生活”公益观影活
动举行，29 名心智障碍者在教师和志愿者的陪伴下
走进洛阳正大乐影城，观看电影《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
腾》。该影片聚焦残疾人群体，由残疾人参演，体现了
残疾人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激励残疾人群体坚持梦想、自强自
立，积极融入社会，活出精彩人生。 （刘嘉仪）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记者日前从市作协获
悉，第五届中华铁人文学奖获奖名单近日揭晓，市作协副主
席吴文奇的石化工业题材短篇小说《天空的花朵》获得中短
篇小说奖。

中华铁人文学奖是在全国设立的第一个石油行业的文
学奖，旨在奖掖石化工业题材创作方面涌现的优秀文学作
品和作家。《天空的花朵》发表于 2018 年第 11 期《中国作
家》文学期刊上，1.2万多字，在充满细节的描写中表现出一
位专门与地方农民打交道的油田干部的艰辛。

吴文奇，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市作
协副主席，高级政工师，现在中国石化洛阳石化公司工作。
他多次获得中国石化文学大赛奖项。

我市作家短篇小说《天空的花朵》
获第五届中华铁人文学奖

近日，在嵩县陆浑镇桥北村千亩猕猴桃种植基地，
果农正在采摘猕猴桃。

近年来，嵩县积极发展猕猴桃种植产业，帮助群众
增收致富。猕猴桃成了当地群众的“致富果”。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王博 赵明辰 摄

猕猴桃成了“致富果”

绘就养老
呵护幸福夕阳红

新蓝图

两荤两素，只需10元！
“太暖心了！”提起涧西区重三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助餐服务，年逾七旬的独居老人李先生逢人就

夸，“养老服务中心就在家门口，解决了我的吃饭难题！”
近年来，涧西区委、区政府牢记“国之大者”，按照市委关于加快构建“五级四类”城乡养老服务体系

的工作部署，着眼近14万老年人口的实际需求，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优化服务供给，着力构建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

涧西区有常住人口 71.88
万，其中60岁以上老人有13.86
万，占 19.28%，分别高于省、市
平均水平0.38个和0.58个百分
点，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
需求日益旺盛。而居家和社区
作为养老的重要环节，尤其需
要凝聚合力、做实做细。

瞄准养老关键环节，靶向
发力求实效。

近年来，涧西区针对大型
厂矿区老年人群聚集的特点，
坚持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优化养
老服务供给。

“你看看，你这儿还别着马
腿呢。”……近日，在涧西区青
岛路一社区医疗和养老中心的
休闲活动室里，老人们围坐在
棋牌桌前紧张对弈。

“以棋会友，‘棋’乐无穷！”
居民陈老先生是这里的常客，
他说，“我在这里交到了许多棋
友，还在这里健身、吃饭，比一
个人在家开心多了。”

服务好不好，精细度是重
要标准。

在涧西区重三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60 岁以上老人除了能
享受廉价的助餐服务，还能享
受托养、日间照料、助洁、娱乐、
医疗救护等服务。其中，助洁

服务包括打扫房屋、清洗衣物、
洗头、洗澡、修剪指甲等。

涧西区长安路街道四社区
第四号街坊小区，居民老龄化
率高达 40%，许多老年人选择
居家养老。作为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的延伸站点，该小区养老
服务站提供上门服务，自 2021
年建成运营以来，共为老年人
提供助洁、助医、助餐上门服务
1.6万人次。

织 密 服 务 网 ，让 养 老 变
“享老”。

目前，涧西区已建成112个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完成适老
化改造 1068 户，为 4000 余户
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实现社
区养老服务“三个融合”（机构、
社区、居家养老融合发展）、居
家养老服务“三个入户”（适老
化改造入户、智能监测设备入
户、养老服务入户）。该区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还将辖区60岁以
上老人，126 个街道、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20家养老机构，1003
张家庭养老床位，300 余家旅
游、家政类商家纳入其中，为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提供信息化
保障。

一项项专业养老服务走进
寻常百姓家，使老年人的幸福
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全科诊室、输液大厅、专业医护
人员………这里不是医院，而是青
岛路一社区医疗和养老中心。

该中心由青岛路一社区与东方医
院合作设立，由后者负责运营，电视、空
调、热水器、沙发等一应俱全。“医生和
护士都是东方医院派来的。在这里调
养身体，我放心。”近日，在该中心病
房内，一位老人向笔者娓娓道来。

推进医养结合，是优化老年人
健康和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
涧西区充分利用辖区良好的医疗资
源，做好医养结合。

探索“一种模式”。涧西区探索
“医办养”新模式，鼓励医疗机构进
入养老领域。东方医院等7家医院
开设了自营的养老机构，新里程医
院探索出“老年医院+老年护理中
心”运营服务模式，获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依托“两个阵地”。涧西区依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整合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探
索建设“一体式、嵌入式、结合式”的
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目
前，该区已建成医养结合型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28个，近两年服务老年
群体20.8万人次。

建立“医院+社区+居家”3级网
络。该区 14 个办事处全部与附近
的医院签订了医养服务协议，构建
了以专业医院为骨干、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为支撑、社区网格员上门服
务的运作模式。辖区老年人日常可
以享受到网格员和家庭医生提供的
上门服务，有了小病可以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得了大病可以迅速转
移到专业医院诊疗。目前，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老年居民5万余人。

在重三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餐
厅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一种菜品有
两种价格。举例来说，同样是一份
两荤两素盒饭，60岁以上老人掏10
元，社区其他居民掏12元。

“多出来的2元就是盈利空间。”
重三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
此举是为了通过市场化运营实现微
利经营，确保老人助餐持续开展。

市场化运作，品牌化运营，是涧
西区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任务。该
区坚持以市场化手段为辅助手段，确
保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科学运营。

运营品牌化。该区先后引进光
大养老、上海恩谷、南京福康通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并积极
与洛阳市弘义养老产业集团等本土
企业合作，实现了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运营品牌化。

运营连锁化。对面积小、收费
项目少、盈利点不多的点位，该区采
取委托连锁运营的方式，通过“承包
一个大的带数个小的”或者“小的连
锁打包”形式，让企业在运营中实现
盈利互补，有效解决了体量小的养
老设施运营效益差的问题。

产业链条化。该区支持生产适
老化产品的上游企业参与社区养老
服务。比如，洛阳斐爱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利用其生产适老化产品的优

势，在该区开展“泉水叮咚”康复辅具
公益租赁活动；南京福康通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作为适老化产品企业，参加
该区对老年家庭的适老化改造。

该区坚持“开门办养老”，使养
老服务更丰富、更有质量，形成了供
需对接、供需互促的良性循环。

养老服务无小事，真抓实干见
成效。涧西区将认真落实市委主题
教育期间“大攻坚、见实效、建新功”
工作部署，抓好养老服务等民生保
障重点工作，聚焦问题、靶向施策，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推动养老服务
工作迈上新台阶。

李想/文 涧宣/图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让养老变“享老”

助力“老有所医”，医养结合呵护“夕阳红”

“开门办养老”，确保科学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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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持证”职业技能培训走进邻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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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给老人提供助洁服务志愿者给老人提供助洁服务

参加康复知识讲座参加康复知识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