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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吃“小鸡炖蘑菇”
长大的东北人，还是顿顿离不
开“凉皮和肉夹馍”的西北人，
又或是吃惯了“虾饺烧腊菠萝
包”的广东人……只要你打算
留在宁波过年，或是在异乡无
法回宁波，说出你的故事，都会
收到一份“家乡味道”的小菜。

1月25日《宁波晚报》

每一个人，都有着“记忆中的
味道”。有的是“妈妈的味道”，有
的是“故乡的味道”。一份小小的

“家乡菜”，吃的不仅是美味儿，还
是对亲人的牵挂，对家乡的思念，
对故乡和亲人的爱。

“就地过年”是疫情防控的
需要。在这种“公民担当”之
下，很多在外地工作或生活的
人，都会选择“留下”。“留下”
的是身体，“飞走”的是思绪。
不能回家过年，浓烈的思念早
就“梦回故乡”。这种浓烈的
思念，也只有身在其中人能够
体味。正所谓“一张小小的车
票，一头连着故乡，一头连着
思念”。

宁波开展的“送你一份家乡
菜”活动，通过互动的形式，浓郁

了春节味道。“就地过年”因为疫
情原因，不可能如往年那样“热
热闹闹”，各地都在限制团拜、聚
餐、联欢的规模，也无形之中让

“就地过年”少了“年的味道”。
而“送你一份家乡菜”活动虽然
是小型的，却可以弥补“春节冷
清”的遗憾。

“送你一份家乡菜”，倡导留
甬过年的朋友，讲出自己故事。
这种“最美的回忆”是一种幸福
的味道，释放了年的味道，爱的
味道，能够让人们在心灵世界里
过一个暖心的春节，更在意的是

“心灵春节”的幸福感。
“送你一份家乡菜”，让留甬

人员感受到的是城市的关爱，是
“我们就是一家人”的融入感，城
市没有把我们“当外人”，自然能
够纾解“人在异乡为异客”的孤
独感。

人的诸多记忆和感官相
连。味觉的一端，就是那份思乡
之情。吃上一口，记忆就会被打
开。“留胃”是“留人”的好味道。
其实，“就地过年”需要更多“家
乡味道”，比如文化节目，比如民
俗节目，都可以多些“外地人的
家乡味”。

红联社区是个宁波的一个老
小区，居民以老年人居多。2018
年，北仑与复旦大学开展社会养
老服务政产研学战略合作伊始，
便在红联率先试点探索社区为老
服务体系建设。历经2年的研究
和实践，红联社区打造出“整合
式”社区居家养老新模式，为生活
在此的居民带来看得见、感受得
到的变化。1月25日《宁波日报》

红联社区“整合式”社区居家
养老新模式，新就新在集纳和整
合了社区的各种资源，建立起了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规范，
基本满足了居家养老老人们众多
的生活需求。无论是日常生活，
还是健康保健，甚至高龄老人个
性化服务，均纳入了对应的服务
模式，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一
站式”满足。

从眼下的养老服务体系来
看，能进入养老院养老，享受比较
规范的养老服务，是不少老人的
首选。但是，去养老院养老，目前
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比如
床位紧张，比如商业化养老院入
住费用比较昂贵。因此，政府和
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养老
的老人提供生活起居等方面的服

务，使他们安享晚年，能解决不少
问题。

当然，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千
头万绪，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
力，过细地制定规划，并抓好落
实。如何科学筹划，颇能考验社
区管理智慧。红联社区“整合式”
养老新模式，将碎片资源进行集
纳和整合，发挥出了较高的效益：
日常养老服务通过平台实现、医
疗保障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
责、众多生活需求“一站式”满足、
个别需要有“志愿帮扶”……分门
别类，井井有条，每一种服务类别
都做得恰到好处，既能适应养老
服务的需要，又能充分利用社区
的各类资源，发挥其最大效益。

不断满足老年人生活的实际
需求，切实解决老年人生活中的
后顾之忧，是搞好居家养老服务
的重点和难点，也是进一步推进
社会化养老的前提。红联社区

“整合式”社区居家养老新模式，
能够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让老年人们觉得“家人很放
心，住得也舒心”，从而有更多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说明这样的模
式符合居家养老的基本要求，有
利于促进居家养老事业的健康发
展，应该成为社会化养老的标配。

当你打开手机微信中的运动步数时，会不会
对一些人动辄破十万的“天文数字”感到惊讶？
曾几何时，积攒运动步数成为了一种潮流风尚。
有的人为了增加有效步数使出浑身解数，这种需
求也催生出了一种新的智能神器——摇步器。
随便打开一家购物网站，输入“摇步器”三个字，
这种号称“一天行走二十万，成功登顶腿不断”的神
器就会跃入眼帘。 1月25日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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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道家乡菜”，城市留人的温情味道
郝冬梅

整合社区资源打造居家养老新模式
郑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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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更多“就地过年”的务工者
成为“共享员工”
叶金福

对于一些计划留甬过年的
职工来说，享受福利政策的同
时，他们更想借空余时间找一份
兼职，贴补家用。这不，来自贵
州的52岁王师傅这两天刚在

“新公司”通过面试，春节期间就
能上岗了。“20多天能挣一万元
呢！”对这份“意外”收入，他很惊
喜。据了解，这是当地社区启动

“共享员工”模式带来的惊喜。
1月23日《宁波晚报》

随着春节临近，人员出行进
入高峰期，这无疑给疫情防控增
加了难度，为此，各地纷纷提倡

“非必要不返乡”“就地过年”，
这既是“防疫之需”，更是“安全
之需”。

但由于部分企业已提前“歇
业”，员工也已提前“放假”，一些
打算“就地过年”的员工不得不
在原地“暂时失业”。这让他们
心里很不是滋味，既影响经济收
入，又不利于员工的稳定。

此次，宁波百合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启动“共享员工”模式
之举，无疑具有多重价值和多
重意义。

一方面，“共享员工”让那些
暂时“失业”的员工有了“再就

业”的机会，这既能让员工熬过
漫长的暂时“失业期”，又能让员
工增加一定的经济收入，从而让
员工能安心、开心地留下来。

另一方面，“共享员工”让那
些存有“用工荒”的企业有了“外
援”，既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又不耽误按时完成订单任务，有
效地解决了企业的员工管理和
用工需求矛盾。

可以说，“共享员工”既缓解
了部分放假早的企业对留下来
员工的管理压力，又促进了员工
群体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

“共享员工”之举，从疫情防控角
度来说，这也是一种“助力”，一
种“贡献”。试想，不是疫情原
因，会有那么多的员工能“留下
来过年”吗？可见，推行“共享员
工”之举，既为员工着想，又为企
业排忧解难，更为疫情防控“助
力”，这无疑是一种“多赢”。

但愿各地不妨多多借鉴和
学习宁波“共享员工”的好做法，
多些“员工视角”，多些“防疫担
当”，既要“留人”，更要“留心”，
从而帮助更多“就地过年”的员
工成为“共享员工”，不仅能安
心、开心地“留下来”，而且还能
为疫情防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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