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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宁波市福龄
颐养院的门卫毛师傅已忙
碌好一阵子了。“我值守的
是院区第一道关，马虎不
得。”毛师傅说，自全院实施
封闭管理以来，外来物品一
律登记消毒，蔬菜配送也止
步于大门外，由膳食科专人
验收、搬运。

和封闭期间的每一天一
样，昨日的福龄颐养院内井
然有序。测量体温，做好房
间清洁卫生，增加电梯、门把
手等公共部位的消毒次数。
工作人员不嫌自己“啰嗦”，
反复将宅在房、戴口罩、勤洗
手的“宅、戴、洗”操作细节跟
老人宣讲、传授。

中午 11 时，护理员将
餐盒一一送到老人房间，红
烧鲳鱼、金汁南瓜、清炒鸡
毛菜、蒸蛋、龙骨山药汤，热
气腾腾，营养可口。“咪道蛮
好哦，菜色每天在换，院里
头现在三餐都给我们送到
房间里，还热腾腾的呢。”张
奶奶说，她对这里的膳食很
满意。

福龄颐养院负责人告诉
记者，实施封院管理以来，养
老食堂实施食品安全“抗疫”

管理，这是全体员工向老人
做出的朴实而郑重的承诺。

“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更要照
顾好每一位老人的膳食，即
使条件受限，也不能比平日
差，还要争取更好，这样才能
让爷爷奶奶吃得舒心，家属
们放心。”

为进一步降低聚集的风
险，2月4日起，自理区150
余位老人由食堂集中式就餐
提升为统一送餐至房间，护
理区老人提升为分批分散式
辅助进食。为此更新整套膳
食服务工作流程规范，启用
10辆加热保温餐车，每天每
顿务必将热腾腾的饭菜准时
送达、按时辅助进食。

记者了解到，疫情期间，
他们还推出了自己的“抗疫
版”营养食谱。根据市社会
福利中心（养老服务指导中
心）编辑的《养老机构老年人
防病饮食指导》和春节传统，
坚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适
当增加优质蛋白类、深色蔬
菜，烹饪方式以蒸煮为主，加
餐时段增加牛奶、水果等营
养辅食。对患有高尿酸、高
血糖老人，更加注重营养调
配，以增强自身免疫力。

“我们挺好的，放心吧！”
全市261家养老机构“封院”满月，至今未发生一起老人感染病例

“我们挺好的，放心吧！”87岁的金佩文是宁波颐乐
园里的一名休养员，从正月初二到现在，她还没和家人
面对面见上一次。隔着电话，她对记者说，住在这里一
切都好，请大家别担心。

自1月26日10时起，宁波共有261家养老机构实行
封闭管理，除工作人员外，包含老人家属、朋友等外部人员
都不能安排探访进入。今天，“封院”政策满月了。记者从
市民政局了解到，因为有着一群“逆行者”和“陪伴者”，闭
院不避爱，隔离不隔情，老人们在养老院里依旧如常，至今
全市养老机构内未发生一起老人感染病例。

从大年三十至今，江北
区洪塘街道嘉护养老院的
10名工作人员一直在院内
生活。“这个年，我们是在这
里和老人们一起过的。”工作
人员单琪晖说道。

大年三十那天，原本是
阖家团圆吃年夜饭的日子，
嘉护养老院发布了封闭式管
理的通知，单琪晖等10名工
作人员也正式住进了院里。

“除了回老家的几名员工外，
我们派了一名行政人员在外
面负责采购生活必需品，其
他的 10 个人都住到了院
里”，单琪晖说。

封院后的日子里，老人
们也并不寂寞，以积极的心
态应对疫情。“冠状病毒不可
怕，就怕大家不听话。为了
病毒莫蔓延，我们都要想办
法……”这是一首由嘉护养
老院老人自创的打油诗。不

仅如此，嘉护养老院的工作
人员还和老人自拍、邀请老
人们在信笺上写下祝福、在
阳光房内唱戏、给老人们过
生日……

老年人是本次疫情的高
危易发人群，封闭式管理是
为了确保机构老年人平安度
疫。江北区民政局工作人员
介绍说，该区“封院”的6家
养老机构共有1065名休养
老人和工作人员。他们对养
老机构做了严格规范：护理
组、医疗组、防疫组和老人不
出住宿生活区；在门口设置
体温测量和消毒点，后勤组
和外联组不进门，采购援助
物品消毒后再入院，禁止开
展群体性聚集活动，防止交
叉感染，确保完成疫情“不传
入、零感染”的防控目标。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梅薇 任春

子女不得探望、老人不
得离院。疫情几时休，牵挂
何时已。“小梁啊，我们家老
太太今天情绪怎么样啊？”

“我爸爸的被子够不够暖和
啊！”……在宁波华信颐养
园，工作人员每天接到家属
电话最多的，还是关心老人
的日常生活。

为缓解老人紧张压抑的
情绪，考虑到特殊时期家属
对老人们的牵挂，根据园里
规定，护理员们定期主动给
家属打电话、发信息、发视
频，将老人们的近期生活、饮
食、身体状况逐一告知，让家
属安心。

在福龄颐养院，一个楼
层的房间转下来，一个早上
的清扫护理做下来，护理员
衡艳凤轻松“刷”出了 1 万
多步。“忙完这些，我就要
给每位老人拍个简短视频

或照片，上传到家属群，互
通消息，互报平安。”衡艳
凤说，这是封院后新添的每
日“规定动作”。在衡艳凤
和同事的手机微信里，有
11个家属群，聚集了265名
老人家属，每天等候护理员
的更新，成为家属们最热烈
的期待。

“我们读懂了老人和子
女间的那份牵挂，必须得为
他们做点什么。”徐红芬是鄞
州区云龙镇敬老院院长，她
自创了一个办法，通过微信
采访老人，并将视频发布到
微信群里，为老人与子女搭
建起沟通的桥梁。

家属们通过微信群看到
长辈的嘱咐与报平安都非常
感动，纷纷点赞。家属们也
录制问候祝福回敬老人。疫
情隔离了人与人的连接，但
却让心与心连接得更近了。

护理员建了11个家属群
每天拍视频成了“规定动作”

共同度过30多天
老人自创了一首打油诗

三餐热腾腾送到房间
推出“抗疫版”营养食谱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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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员的手机
里，加得最多的还
是老人家属。借助
视频，让休养的老
人们可以和家人经
常“见面”。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