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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合

“在我们农村，60 岁、70 岁照
样下地干活。实在干不动的，才不
得不‘服老’。”54 岁的陈来丰望
着阳光下闲坐庭院的老人说。他是
象山县黄避岙乡高泥村党支部委
员，也是村颐养小院的“公益管
家”。

在象山，农村老年人口有 11
万余人，约占该县老年人口总数的
84%，其中独居比例高于城镇。他
们中大多数生活上还能自理，但身
体衰老带来的不便、儿女不在身边
的孤独，依旧如影随形。

如何让这些老人安享晚年？眼
下，象山正在探索一条根植于乡土
的普惠性养老之路——和城市社区
一样，农村的老人也能在“家门
口”拥有更具温度的养老时光。

热乎饭菜
开启崭新一天

美好的一天，往往从一餐冒着
热气的饭菜开始。在高泥村颐养小
院，比邻厨房和菜园的东侧，往往
是最先飘出诱人香味的地方。

“一开始我们设立颐养小院，
出发点就是为了让村里的老人吃上
一口热乎饭。”59 岁的朱中华是高
泥村党支部书记，十年前正是这位

“当家人”的推进，才让这个颐养
小院落了地。

和城市不同，农村的老人由于
儿女不在身边，加上手脚不利索，
吃饭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有的
老人自己烧饭不太烧，就吃些剩菜
剩饭，甚至为了省电，不舍得开
灯，有时候饭菜生霉长虫也看不
见，更别说什么营养成分了⋯⋯”
朱中华的话，得到了其他村班子成
员的共鸣。

村子在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建起了颐养小院，又在东南角开辟
了爱心菜地，蔬菜基本上都是自给
自足；有时候还会有其他村民送来
当地养殖大黄鱼作为加餐。每天荤
素搭配，只收 5 元，主要用来支付
厨师的工资。

“虽说众口难调，但至少可以
保证来这里集中养老的老人，每天
能够吃上新鲜的、热乎的、营养的
饭菜。万一身体有什么状况，还有
人照顾监测，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好
处。”陈来丰说。

眼下在象山，针对老年群体的
爱心食堂，不仅仅出现在车水马龙
的城市街头，还出现在市场不愿意
延伸下沉的偏远乡村。

之前当地政府出台政策，对建
成集中式居家养老公寓的村，县级
给予一次性补助 1 万元；对开办老
年爱心食堂的村，再给予一次性补
助 2 万元。

颐养小院
助推集中养老

80 岁的董其火是兵营村颐养
小院的服务管家。因为是小院里年
纪最小的“后生”，他被这里的老
人亲切地唤为“阿火”。

2014 年，他从村支部书记位
子 上 退 下 来 ， 和 村 老 年 协 会 会
员、部分乡贤一起凑了笔钱，将
曾经的学校、后来的村委会所在
地，改造成了村里唯一的集中养
老点。

“我们村是经济薄弱村，集体
经济收入也就够‘开开门’。但这
些年，村里的老人多得不得了，差
不多占常住人口 30%。我就想着，
要为大家做点实事。”董其火说。

一个近百平方米的院子，两排
两层楼高的房子，除了厨房、食
堂 ， 还 有 娱 乐 室 、 健 身 室 。“ 阿
火”很细心，当初改造升级的时
候，每个房间都留了近 20 平方米
的空间，有独立的卫生间，还配了
电视机、马桶、浴霸等，方便老人
居住生活。

为了收支平衡，“阿火”还免
费兼着财务、维修和管理工作，每
个月都“精打细算”过日子。

“我们这里很受老人的欢迎，
毕竟大家都年纪大了，爬不了楼
梯。但这里一楼的房间都满了，不
少老人还在排队，希望入住。”董
其火说。

对此，黄避岙乡党委委员、人
武部长张磊表示，过去乡镇布点的
敬老院，更多是为了给特困或者失
能失智老人提供兜底式服务；现在
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留守在
农村的老人与日俱增，同样需要更
加普惠的养老服务。“集中式互助
式养老，既可以发挥农村熟人社会
的优势，就地取材，还可以打消农
村老人不愿意到养老院的固有观
念，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晚年的生活
品质，值得在更多农村推广。”张
磊说。

身心健康
才能老有所乐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
乐”，对于偏远农村来说，更难的
是第二步。

午睡过后，如果天气不错，90
岁的杨兰香会习惯性地戴上老花
镜，坐到房间门口的藤椅上晒太阳。

老伴去世了，4 个儿子都在外
头成家立业。大概四五年前，孩子
们不放心她一个人独居，就将杨兰
香送到了村里的颐养小院，还给这
位新潮的老太太配备了脚部按摩器
和平板显示器。

在颐养小院，她与102房和104
房的老人成了姐妹，就连家长里短
的拉拉家常，也让她心情愉悦。

“在没有变老前，真的很难和
老年人感同身受。”象山县民政局
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朱彩芳说，
对于老人来说，“老有所乐”更多
指的是一种精神状态。他们在情感
上是孤独的，同样希望跟更多人交
流接触，能够和这个日新月异的世
界有更多交集。

目前，象山县通过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为老人组织文体、教育、
娱乐活动2.1万人次。与此同时，当
地已有 238 个居家养老服务站与乡
镇卫生院签订合作协议，开通就诊
绿色通道，为居家老人提供健康评
估、家庭巡诊等六大类实用性服务。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探索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不仅提
供打扫卫生、擦玻璃等服务，还将
在理发、泡脚、剪趾甲、陪聊等个
性化服务方面下功夫，让老年人有
更多获得感。”朱彩芳说。

在农村，打造更有温度的养老时光
——象山探索根植于乡土的普惠性养老之路

记 者 王晓峰 邹 鑫
通讯员 张 楠

“我老公扔垃圾，没想到女儿
新买的万元项链也在里面，被一起
扔了，这下怎么办？”

3 月 27 日下午，家住海曙藕池
某小区的范女士报警求助，称她女
儿网购了一条上万元的项链，但验
货后不太满意，想要退货。于是，
她顺手将项链放在快递盒里出门

了。没想到，勤快的爸爸看到这个
已被拆的快递盒，以为是个空纸
盒，就顺手将其带下楼并扔进了小
区垃圾站。过了好一会后，女儿突
然想起项链的事，找了一圈没找到
盒子，一问才知道被当作垃圾给处
理了。这下他们全家人都急了，立
即跑去垃圾站寻找，可是一无所
获。无奈之下，他们报了警。

民警孔杨和徒弟陈明旭赶到现
场时，范女士还在责怪家里人粗心
大意。

“我们了解情况后，也去垃圾
站找了，没有结果。后来，我带的
公安大学实习生陈明旭脑子灵活，
说这种品牌商品在外包装上会有较

明显的标识，可以试试通过公共视
频找。”孔杨说，他和报警人一起
来到物业办公室，立即通过公共视
频搜集线索。经过不停地翻看，终
于有了新发现——在当事人离开
后，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装有项链
的蓝色快递盒被一位老人捡走了。

孔杨和徒弟陈明旭分配起了工
作：他去联系小区里的工作人员，
实地寻找那名捡走快递盒的老人；
陈明旭则继续盯着公共视频，排查
有用线索，尽可能缩小寻找的范
围，然后通知前方的孔杨。

“虽然耗时不少，但总的来说
还是挺顺利的。我们最终在附近的
居民楼中找到了视频中的那位老

人。”孔杨说，他们找到老人并且
说明了情况。

老人也挺通情达理。他告诉民
警：“我看盒子里面有一条项链，
以为是人家不要的。看着蛮好看，
我不舍得扔，就把它带回来了，当
礼物送给我家老太婆了。”解释清
楚后，老人就将项链交还给了失
主 。“ 本 来 就 是 你 们 的 东 西 ， 拿
着，看看有没有磕坏！”

看到失而复得的项链，范女士
喜极而泣，连声表示感谢，因为碰
到这样的事，能找回失物，真的不
容易。“以前电视上的新闻，这次
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谢谢大家，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她说。

上万元项链误当垃圾扔了，民警“破案”找回

本报讯 （记 者孙肖 许天
长 通讯员阮筱） 前不久，“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浙
江省保护发展联盟成立。宁波市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北仑绿茶
制 作 技 艺 入 选 首 批 68 家 成 员 单
位，由这种传统非遗技艺炒制出
来的春晓绿茶，今年每公斤卖到
6400 元。

为什么这么贵？记者昨天来
到北仑绿茶制作技艺传承人鲁孟

军开办的位于春晓的孟君茶厂。
“今年春晓绿茶产量不高，能

生产顶级品质的绿茶不到 800 公
斤。”鲁孟军告诉记者，春晓的绿
茶品种有乌牛早、迎霜等，由于
受寒潮天气影响，今年绿茶产量
比往年减产三成。

鲁孟军有 500 多亩茶园，位
于春晓三山村东盘山的半山腰，
面 海 靠 山 、 阳 光 充 足 、 雨 水 充
沛。“我们使用有机肥，品质上有

绿色食品管理标准做保障。但最
重要的还是春晓的绿茶属于精工
手作，有着传统手艺的加持。”

鲁孟军介绍，春晓当地顶级
绿茶的制作遵循非遗传统制作技
艺流程，主要包括采摘、摊青、
杀青、理条、压扁、辉锅、拼配
等工序，“特别是辉锅这道工序，
我们专门邀请 4 位资深的炒茶工
进行纯手工炒制，他们会根据不
同绿茶品种中不同的水分来把控

炒制的火候和时间。如春晓当地
最出名的三山玉叶，以‘色翠、
香郁、味甘、形美’著称，位列宁
波市八大名茶。”

在春晓一带，种茶是许多农
户的经济来源。据悉，鲁孟军常
年联系指导茶农，帮助改造农户
茶园，不仅种茶制茶，还推动茶
旅融合，把传统的采茶、制茶、
品茶、观光融于一体，带领当地
村民走上了共富路。

一公斤6400元！这里的绿茶为啥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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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海

曙区龙观乡向阳舍的

研学基地，来自镇海区

骆驼实验学校的近 300 名

学生参加了劳动教育。在茶

园，同学们采茶、体验制

茶工艺、感受传统品茶文

化……在劳动中收获快

乐与成长。
（忻之承 徐能 摄）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通讯员
马雅芬 胡茂宏） 昨天上午，2023
年老年科普工程启动仪式在宁波科
学探索中心举行。

作为宁波市老年人智能手机操
作技能普及工程的“升级版”，全
新亮相的老年科普工程科普内容更
丰富、培训体系更完善、部门合作
更紧密。这意味着宁波的银龄老
人，将在未来拥有更细心、更暖
心、更贴心的科普服务。

在迎来“升级”前，宁波市老
年人智能手机操作技能普及工程已
经走过了 6 个年头，线上线下惠及
80 万 人 次 ， 成 为 宁 波 “ 甬 有 颐
养”的一张金名片。

市 科 协 相 关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针对老年人在智能技术、卫
生健康、防骗反诈等知识领域存
在的盲区，老年科普工程应时而
生。“专业的知识要让专家来讲。
通 过 与 市 卫 健 委 、 市 疾 控 中 心 、
宁 波 市 卫 生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合 作 ，
我 们 邀 请 专 家 帮 助 我 们 把 关 课
程 、 策 划 活 动 ， 在 对 应 的 节 日 、
科普日到来之际，为银龄老人送
去 健 康 养 生 、 医 疗 保 健 知 识 科
普。”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说，他们
还通过与公安部门合作，以具体案
例的形式帮助老人分辨真伪，提
升他们的识骗防骗意识和安全防
护能力。

我市推出
老年科普工程“升级版”

王锦南

据昨天
《宁波日报》
民 生 版 报

道，海曙区民政局近日发布《2023
年海曙区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
简章》。其中，有 3 个社工岗位专
门面向残疾人招录。据悉，这是
我市首次推出的面向残疾人的社
工岗位。

面向残疾人推出社工岗位，能
够进一步引导残疾人更加自立自
强，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营造了
全社会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显
然，这不但值得肯定和点赞，而且
值得更多单位效仿。

残疾人因身体、学历、技能、
年龄等原因，要找一份力所能及的
工作非常难，但残疾人也渴望一份
工作。他们希望通过工作获得收
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也
减轻家人的负担，让自己活得更有

尊严。
但在现实生活中，适合残疾人

的工作岗位很少。很多残疾人求职
四处碰壁，难以找到工作。这不但
会加重他们的家庭负担和心理负
担，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为残疾人提供岗位是最好的务
实关爱，海曙区民政局给所有的用
人单位开了个好头。对于残疾人来
说，最好的关心不是完善的设施，
而是倾听、沟通、认可，是平等的
就业机会，能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
炭的事情，真正把关心爱护送到心
坎上。

期待更多用人单位像海曙区民
政局那样，推出适合残疾人的就业
岗位，给残疾人更多就业机会，让
更多残疾人在就业中平等参与社会
生活，实现自我价值，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从而增强残疾人朋友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为残疾人提供岗位是最好的关爱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程
冰凌 叶南） 前天晚上 8 点，海曙
区章水镇杖锡村卫生室内依旧灯火
通明，海曙区卫健局选派的康复专
业青年骨干医生胡杰给 75 岁的夏
宝川阿姨做完了康复治疗，夏阿姨
连声道谢后离开了卫生室。

杖锡村卫生室海拔在 800 米左
右，由于山区劳动作业因素，老年
人患有不同程度慢性劳损的疾病，
以颈肩腰痛为主。因近期春种农
忙，很多患者不能持续连贯地进行
康复治疗。

为了错开高山村民春种农忙的
时间，章水镇卫生院在杖锡村卫生
室开展夜诊，安排专科骨干和部分
医务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为患者提供
诊疗服务，更好地满足当地群众的
就医需求。

这 一 新 增 设 的 “ 昼 夜 同 款 ”
康复门诊，受到了村民的赞誉和
欢 迎 。“ 我 们 白 天 要 干 农 活 ， 挖
笋 、 种 土 豆 ， 没 有 时 间 来 卫 生
室。现在晚上也可以接受康复治
疗，真是太方便了。”夏宝川阿姨
说，她因为右侧肩周炎造成关节
活 动 障 碍 ， 治 疗 后 手 有 劲 多 了 ，
可以拎东西了。

每天晚上，夜间康复门诊人头
攒动，63 岁的李亚芬阿姨会和住
在 附 近 的 5 个 村 民 一 起 来 治 疗 。

“ 李 阿 姨 主 要 是 因 为 网 球 肘 造 成
关 节 疼 痛 ， 坚 持 每 天 康 复 治 疗 ，
手 的 灵 活 度 明 显 好 转 。” 胡 杰 告
诉记者，康复理疗主要在于持续
性诊疗，村民们晚上还能及时缓
解白天农忙造成的疼痛，防止积
损。

海曙高山村开出夜间康复门诊

本报讯 （记者张昊） 春和景
明，樱花盛放。宁波樱花公园树树
烂漫，灿若云霞。连日来，宁波市
四眼碶小学樱花校区志愿者“大手
牵 小 手 ”， 在 樱 花 季 常 态 化 开 展

“美丽樱花路，文明在行动”主题
活动。由党团员老师组成的“和煦
志愿者”带领“和煦小太阳”学生
志愿者一起捡拾垃圾、烟蒂，并开
展文明劝导，以实际行动传递文明
风尚，共同守护最美樱花路。

“像爱护您的孩子一样爱护樱
花美景”“小姐姐勿攀爬，樱花折
下来，你和它都会受伤哦”⋯⋯

“和煦小太阳”学生志愿者向市民
游客开展文明赏花劝导，分发文明
手 绘 卡 片 。 该 校 四 （4） 班 龚 晨
说：“参加今天的志愿服务，让我
如同成为公园里的樱花使者，通过
一张张温馨的花瓣卡片，将文明
传递给每一名游客。希望越来越
多的游客文明举止都能像樱花一样
美丽绽放。”

从 2010 年 四 眼 碶 小 学 建 立
“和煦志愿者”服务队以来，该校
不断加强志愿服务品牌建设，广泛
开展未成年人心理疏导、交通执
勤、社区服务、爱心助学、爱心捐
赠等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如
和煦的阳光穿越校园，洒满社会的
角角落落。2021年，宁波市四眼碶
小学获评浙江省首批文明校园。

四眼碶小学师生
守护最美樱花路

食食

居居

乐乐

孩子们展示自己制作的文明赏花倡导牌。 （徐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