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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年人安享晚年一直是党中央
的牵挂。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河北省承德市考察时指出，满足老年人
多方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
满的晚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
任。

老年人对社区生活服务满意么？
在社区内嵌入专业的养老服务效果怎
么样？新华社记者近日来到河北省多
家社区老年服务机构进行了实地探访。

平价餐——老有所“惠”
塞外承德，春寒未消。滨河社区的

老年食堂却总是热闹的地方。
“今天中午有鱼香肉丝、蘑菇炒肉、

红烧鳕鱼块、鸡蛋汤，吃着舒服。”87岁
的承德市滨河社区居民张郁馥是一位
独居老人，孩子们平时忙于工作，只能
在周末来看望她。以前她自己做饭，只
做一个菜，晚上把剩饭菜热一热，凑合
着填饱肚子。如今在老年食堂吃饭，每
顿都很丰盛。

滨河社区有 3700 多名居民，60 岁
以上老人约占三分之一。滨河社区负
责人于岚说，按照政府主导、企业运营、
多方参与的模式，2021年9月社区老年
食堂正式营业，一家经营政府部门食堂
的企业进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
营。饭菜分为低糖套餐和低脂套餐，顿
顿不重样，很受老年人欢迎。

记者看到，这里的饭菜有四档价
格：60周岁以下，早、中、晚三餐按市场
价分别为 7.5 元、15 元、7.5 元；60 周岁
以上、80周岁以下的老年人，享受成本

价分别为 5 元、10 元、5 元；80 周岁以
上、90周岁以下的老年人，享受市场价
半价；9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用餐免费。

“这样的价格与自己做饭花费相差
不多，我每个月 3000 多元的退休工资
完全可以承受。”滨河社区居民郝桂凤
说，从家出发步行五六分钟即可到达社
区食堂，不少人还加入了微信群，大家
经常相约遛弯、跳舞、练习书法。

承德市高新区社区党工委书记刘
志永说，目前高新区 12 个社区实现了
老年食堂全覆盖，通过适度为餐饮企业
提供补贴，让全区有就餐需求的老年人
享受平价饭菜。

石家庄市民政局副局长黄少华说，
2021 年，石家庄市利用专项资金为区
域内的老年食堂最高给予 10 万元补
贴，为老年移动助餐车项目每辆车给予
0.3万元补贴。“目前看，养老助餐补贴
支出约占整个养老产业支出的5%。”

河北省民政厅印发的《关于推进老
年人助餐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
建立健全财政支持养老助餐服务政策，
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养老助餐项目。

越来越多的老人习惯了就近到社
区食堂“打卡”用餐。在秦皇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泰盛家园小区，83 岁的独居
老人王瑞芝身体不好，做饭困难大，请
护工又要花不少钱。“要是没有社区食
堂，生活简直没法过。”她说，“现在‘吃
食堂’与一帮老伙伴一起说笑，有时还
比谁的牙口好。”

泰盛家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
人周晓燕说，中心工作人员为到食堂就
餐的老人做好测温、消毒，做好防疫工
作，确保老人能安全用餐。

“慧”送餐——老有所“适”
河北省邢台市顺德北社区檀成海

老人今年 83 岁，自从妻子卧床后一直
有个苦恼：儿女不在身边，自己不会做
饭；腿脚不便，即使社区有食堂，出去吃
也很困难。

这样的生活在 2021年 8月有了改
变。顺德北社区党委书记李小倩说，社
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时发现，一些老年
人存在实际困难，难以到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吃饭，请保姆经济条件又有限。为
此，当地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开发
点餐配餐服务功能，老人们可以通过手
机预订点餐，由专人将饭菜送到老人家
中。

如今，檀成海每天中午都会收到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送来的两份
热乎的午餐。他说，食材丰富、软糯适
口，很适合老年人。

记者发现，檀成海老人使用的手机
点餐软件进行了“适老化”改变，打开软
件后每种菜品图案清晰、内容直接、便
于选择。李小倩说，考虑到部分老人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养老服务中心在推出
手机软件、小程序等互联网点餐的同
时，还推出了电话订餐、短信订餐、子女
或亲朋辅助订餐等功能。

据了解，这种智慧点餐不同于市场
化的外卖业务，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全流
程服务，前台客服人员收到订单信息
后，便会派单到所属的餐厅配餐，再由
送餐人员精准配送。

从 2018 年开始，民政部大力推广
“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支持社区、
养老服务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利用物
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智能终端和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智慧平台等。

在廊坊市广阳区上善颐园社区，苏
丽媛老人说，孩子们已经成家，每天只
有老两口在家吃饭，通过社区食堂推出
的微信小程序点餐，饭菜很快就送到

家。
部分受访基层干部称，与外卖相

比，社区推出的送餐，一方面卫生情况
更加公开透明，老人们吃着放心；另一
方面饮食选材、制作等更加“适老化”，
价格合理。

“服务圈”——老有所“值”
承德市滨河社区老年食堂还活跃

着一支近 70人的“银发”志愿者队伍。
67岁的胡希英说，志愿者组成“学雷锋
志愿服务队”，队员们自发排班，用餐时
间义务到食堂协助工作人员测量体温、
维持秩序、领票登记、打饭盛汤等。其
他时间，还为行动不便的社区老人提供
代购物品等上门服务。

刘志永说，社区设立“时间银行”，
详细记录志愿者服务情况，存入其“个
人账户”。当这些老年志愿者需要照顾
时，就可以从自己的账户中进行支取

“贡献值”，享受社区相应服务。
运营方爱孝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

责人白俊平说，除了组织“银发”志愿
者，社区还招聘了专业人员为社区老人
开展服务，其中邻里医生互助、老人回
忆录、月度庆生会等活动非常受欢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老有所为

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研究完善政策措
施，鼓励老年人继续发光发热，充分发
挥年纪较轻的老年人作用，推动志愿者
在社区治理中有更多作为。

记者采访时看到，不少社区以老年
食堂为依托，将日间照料、健康管理、文
艺活动等进行统筹，方便老年人生活。
邢台市襄都区努力搭建15分钟养老服
务圈，通过与邢台市康宁智慧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合作，为辖区内老人提供助
餐、助医、助行、助娱等服务，满足老年
人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顺德北社区居民赵桂荣今年 77
岁，她每天生活既丰富又规律：上午在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与其他老人聊天、下
棋；中午在社区食堂吃饭，三菜一汤很
丰盛；累了就在中心休息，或参加娱乐
活动或运动锻炼。还有一些老人自发
组织了舞蹈、京剧、葫芦丝等文艺表演
队。

康宁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还自
主研发了具备双向通话、安全定位、应
急呼叫、上门服务等功能的平台，实现
了一组数据掌握社区老人动态，一张地
图展示老人分布情况，一部电话办理养
老服务事项，构建起智慧居家养老服务
体系。

“社区养老‘服务圈’越来越
大！”一些受访基层服务人员表示，希
望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对社区居家养老
财政支持，给社区居家养老运营企业
注入更多活水，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
与养老项目。

社区“小饭桌”托起的优雅晚年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张涛 赵鸿宇

著名歌唱家蒋大为(上图右)曾几次
来衡，多次演出，给衡水人留下了深刻
又美好的印象。蒋大为的歌声铭刻在人
们的脑海中，他平易近人、虚心好学、
谦虚严谨的作风受人称赞。而在我家的
相册中，保存着一张我与蒋大为夫妇合
影的老照片，每次拿出来看时，四十年
前的往事就会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

这张照片摄于 40 年前。上世纪七
十年代，我任衡水地委文化局局长时
正赶上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蒋大
为是我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他的
歌深受观众喜爱，为了活跃衡水地区
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我两次赴京特
地邀请他于 1982 年、1983 年两年三次
来衡组织演唱会。

第一次是 1982年 7月 29日——8月
3日，共五天。此次来衡，是蒋大为夫
妻俩带着两岁的小女儿蒋怡，随蒋大为
前来的，还有两个伴奏者。记得当时开
了三场个人独唱会，在红旗影剧院举
行，场场爆满。当时，蒋大为演唱的歌
曲是人们最喜欢也最耳熟能详的《在那
桃花盛开的地方》、《牡丹之歌》等，他
的演唱声音洪亮、唱腔甜美、激情奔
放，颇受群众欢迎。台上，蒋大为一连
气唱两个小时下来，早已汗流浃背。他
的真诚也感染、感动着台下每一个观
众。台下，不时掌声雷动，喝彩连连。
歌曲唱出了人们的心声，鼓舞了衡水人
们的干劲，激发了人们昂扬向上的精
神，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此次演唱会打破了多年以来衡水文
化系统的沉寂，产生了新气象，开创了
新局面。那场演唱会我们没有花费，为
了表示谢意，就把蒋大为一家三口请到
我家中宴请一顿。饭后，在我家门前拍
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我在中间，两边为
蒋大为和他妻子张佩君。

第 二 次 演 唱 会 是 1982 年 8 月 18
日——20 日，这次蒋大为带来的是个
大团队，除蒋大为外，还有刘晓庆、马
玉涛、李仁堂、陈佩斯、李秀明、张连
文等知名演员。分别在红旗影剧院、东
方红影剧院等三个场地组织了演出。他
们唱了 《我们走在大路上》、《绣红

旗》、《冲锋号》等一大批歌曲，蒋大为
唱的歌又增添了《敢问路在何方》。

第三次演唱会是 1983年 4月，由蒋
大为带来了一支小团队。演唱会上蒋大
为依旧唱了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牡丹之歌》、《敢问路在何方》等多首
歌曲，那次是抢购订票，盛况空前，不
过那时候票价很低，仅一块钱。这几次
演唱会满足了人们多年以来的期盼，给
衡水人民带来了美的享受。

蒋大为是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在全国独唱独奏调演上一举成名，之后
许多单位都看好他，结果被中央民族歌
舞团捷足先登，此后蒋大为顺利进入中
央民族歌舞团，后任团长。在数十年的
艺术生涯中，蒋大为演唱过上千首创作
歌曲和近百部电影电视歌曲，其中《在
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牡丹之歌》、《敢
问路在何方》等被奉为经典，受到全国
人民的喜爱。

蒋大为做客到我家
刘慕文 口述 陈福顺 整理

兜住兜牢底线，持续改善民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中明确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回望来路，坚定前行，各地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
社会建设。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一幅更
绚丽的民生图景正徐徐展开。

图为在位于河北燕郊的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从
北京来养老的吕伟业（左）和李战平在散步。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 摄

进入3月份，老年大学、开
放大学等老年教育机构的新学
期陆续开学。媒体调查发现，
各类涉老教育机构学位紧俏，
报名出现了“秒杀”现象。近
日，老年教育也成为全国两会
的热话题，多位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就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老
年教育提出建议。

有些年轻人理解不了，为
什么老年教育这么火？这么说
吧，不少年轻人下班回家后，要
在小区地下车库里坐几分钟，
才上楼回家。这短暂的独处时
光，是缓解疲劳和压力的润滑
剂。开展老年教育，就是老年
人生活的润滑剂。除了学习技
能、拓展社交之外，也能“润滑”
三代同堂，让居家养老更温
馨。最近热播的影视剧《人世
间》引发不少人感慨，“孩子培
养得太优秀，父母老了谁来
陪？”老年课堂，还可以为这些
老人提供一份情感寄托。总的
来说，办好老年教育，关系着每
个家庭的幸福指数，这也是老
年教育越来越火的原因。

开展老年教育，是个人补
齐终身学习体系的最后一块

“拼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
口约为2.6亿人，预计在“十四
五”时期将超过3亿、占总人口
比例超过20%。老年教育需求
比我们想象得更“迫切”。这要
求全社会以更加主动和积极的
心态去规划老年教育，让“夕

阳”更“青春”——
让老年教育有趣有料，更

添新意。打开一些老年大学的
课程表不难发现，经过几十年
发展，我国老年教育早就不限
于吹拉弹唱，如今内容越来越
丰富多元。比如，一些老年大
学开设了教授老年人如何使用
智能手机、防范新型诈骗的课
程；今年春节期间，北京举办了
首届老年春晚；目前，广州正在
持续开发适合老年人远程学习
的全媒体教材，打造老年教育

“网红教师”等。这些活动不只
是内容新、形式新，更关键的是
真正贴合时代需求，与老人心
贴心，因此非常值得推广。

为办好老年教育注入更多
新力量。“入了学就不想毕业”

“学龄跟校史一样长”……老年
教育需求迅猛增长现象的背
后，是做好长期规划重要性的
呈现。去年11月发布的《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
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推动部
门、行业企业、高校举办的老年
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办学。这给
各地更好地发展老年教育指明
了方向。一方面，整合资源，拓
宽渠道，让社会教育打开大门，
把热门课程送到家门口；另一
方面，积极吸引老年人参与社
区和社会发展，使他们在老有
所学、老有所教中实现社会价
值、自我价值，以“夕阳红”助力

“中国红”。
（刘冉冉）

办好老年教育，让“夕阳”更“青春”

一
名著文学掌中翻，
飘香纸墨尽言欢。
年逾花甲圆吉梦，
诗韵临摹硕果园。

二
飘香纸墨尽言欢，
笔底春风信手拈。
勤勉致和迟暮乐，
散文诗雅上报刊。

老年大学圆梦（二首）

张敬敏

今年 70 岁的叶金娥是湖南
省常德市石门县易家渡镇叶家坪
村村民，曾跟着儿女在杭州享受
天伦之乐。生在农村的叶金娥始
终放不下心中的“乡土情缘”，
2015 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叶家坪
村，重新拾起农具。多年下来，
她已复垦抛荒地十多亩，种植了
油菜花、花生、芝麻等农作物，
被当地村民称作“治荒奶奶”。

经过叶金娥打理的地垄，笔
直平整、赏心悦目。“我对地垄
的宽窄、曲直等等，都要求比较
高。整出来的地，种出来的东
西，都是整整齐齐、漂漂亮亮，
要 把 土 地 当 作 艺 术 品 一 样 对
待。”叶金娥说，“种地既锻炼了
身体，又愉悦了心情。”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