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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12月 16日至 18日，记者跟随市民政局主办的

福彩助力山区养老公益行暨媒体采风活动，走进

莲都、庆元、松阳、云和、青田五地，实地探访丽水

山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成果。走在乡间的小

路上，迎面而来的是一张张山区老人的幸福笑脸

和一个个敬老爱老的暖心故事。

庆元：爱心义剪解决老人“头等大事”

“剪了头发，感觉整个人精神多了。”12 月 16
日，庆元县左溪镇左溪村 75岁的胡娇花，看着镜子

里变得“俊俏”的自己，笑得合不拢嘴。

左溪镇地处山区，离县城 63公里，是典型的偏

远山村。前几年，随着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当地

最后一家理发店也关门歇业。对于像胡娇花这样

的留守老人来说，理发这件“头等大事”成了“头等

难事”。“每次理发都要坐车去县城，花钱不说，因

为晕车人还要难受很久。”胡娇花说。

为切实破解留守老人“理发难”问题，左溪镇

结合技能型乡镇政府建设，组建了一支“乡村理发

师”队伍。今年 1 月 13 日，全市首个“流动爱心理

发站”在庆元左溪镇成立，这里的 200多名留守老

人从此有了自己固定的“乡村理发师”。除了帮助

老年村民解决理发难题，服务队还开展送药上门、

家电维修等居家养老服务。

在 16日的活动中，20多位老人享受了“爱心义

剪”。就在他们满意地在镜子里“欣赏”自己新形

象的时候，一旁“老有所忆”公益行动计划的摄影

师早已搭建好简易摄影棚，等待着为老人们拍

照。项目团队由专业的摄影师志愿者团队和市婚

姻家庭协会志愿者组成，目前已经为全市近千名

老年人留下“最美瞬间”，并精心冲洗、装裱，送到

他们手上。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发源于左溪

镇的“乡村理发师”爱心慈善项目，目前已经在全

市乡村遍地开花，10000 多人次的爱心“托尼”，累

计服务山区老人 12万余人次。

松阳：“三辆车”服务好山区老人

12月 18日上午 9点 45分，在松阳县配送餐中

心的“中央厨房”里，工作人员正将热气腾腾的饭

菜打包。10点钟，“流动爱心餐车”准时发车，将爱

心餐配送到老人们手上。

15分钟后，叶村乡叶村村就餐点的 19位老人

就领到了自己的午饭。“以前没有配送餐，常常是

煮一锅白菜吃上两天，现在真的很方便，每天的菜

谱还不一样。”83岁的独居老人汤益女边吃边开心

地说。

据了解，为解决好山区留守老人就餐问题，松

阳统筹利用“县级中央厨房”，配置 7辆“流动爱心

餐车”，每日将爱心餐配送到全县 13个乡镇，70家

集中就餐点，今年已累计完成配送就餐服务 15万

余人次，日前日均送餐量达 2000余人次，惠及 1200
位老人。

“降压药要按时吃，少吃高盐高油的食物，多

喝水。”当天晚些时候，“流动智慧医院”开进了松

阳县西屏街道平田村，医务人员丁有法对前来就

诊的老人陈树美叮嘱道。通过巡回医疗车，可以

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车里还配备了B超机、心电

图机、心电监护仪等常规检查设备，可以做各种常

规检查。

据悉，目前全市已配置 46辆“流动智慧医院”，

累计开展巡回医疗服务 14121 村次，出诊车次

11520次，在线医保结算近 540万元，受益人数超 1

万人次。

偏远山区路途崎岖，因此山区老人面临着购

物难、办事难和农业生产、销售难等问题。针对这

一难题，“流动供销致富车”应运而生。“村里大部

分是老年人，我们供销共富车会为他们提供种子

和化肥，还会不定期向他们收购蔬菜等农产品。”

松阳县供销社副主任郑丽君表示，今年，他们帮助

每个老人家庭平均增收 5000元。

截至目前，全市开通流动供销致富车 175辆，

为 998个偏远山区提供代购代销代办服务，累计为

山区提供 15.08万次服务，销售农产品 1.32亿元。

云和：爱心力量托举老人生活品质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12月 17日

下午，在云和县元和街道梅湾村文化礼堂内，云善

共富暖心团的文艺志愿者们在台上载歌载舞，台

下的老人们沉浸其中。

云善共富暖心团团长李郁贵是云和县民政局

退休干部，退休前分管社会组织工作。针对为老

服务慈善资源零碎、不可持续等问题，他利用工作

期间和社会慈善组织熟悉的优势，有效整合全县

各类慈善资源，全社会为老服务更加精准专业。

今年以来，暖心团下属 6支区域性服务联队已为山

区留守老年人提供义剪、义诊、家政、文艺演出等

志愿服务 10000多人次。

“政府帮我们翻新了房子，现在我们一家住得

既安心又舒适。”在元和街道沈村村，记者还走访

了“善居工程”的受益者徐竹孝。他是一个低保

户，家里的房子建于 80多年，由于年久失修出现了

破损，还不时会漏风漏雨。

作为全省首批试点，“善居工程”投入 2 万多

元，帮助徐竹孝对房屋顶面墙体、水电管网、卫浴

厨房等进行改造，极大改善了他们一家的居住条

件。

据悉，截至目前全市已改造低保老年人房屋

600 户，为他们打造明亮整洁、居住舒适、安全便

利、功能齐全的生活空间。

青田：数字赋能山区侨乡养老

青田是著名的侨乡，很多老年人的子女身在

国外。怎么才能让华侨子女对国内父母的养老放

心呢？青田县创新应用数字化技术，依托线上智

慧养老平台和线下侨乡养老管家队伍，让养老服

务变得触手可及、精准高效。

在油竹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留

洋洋向记者展示了侨乡养老管家服务平台的运用

场景。进入线上平台，可以看到“养老机构、养老

服务、养老政策、消费充值”等模块，实现“找机构、

约服务、逛机构、看活动、亲情代办、一键呼叫”等

功能。

记者看到，点开“逛机构”功能，就能看到整个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VR场景，包括大厅、活动室、

房间等场所，而且内部的细节都会展示。“通过这

个功能，远在国外的华侨子女，只要通过手机，动

动手指就可以为父母挑选心仪的养老机构了。”留

洋洋说。

此外，养老服务中心还配备了智能手表、无感

健康检测设备、远程问诊平台等智能终端，让科技

覆盖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这些设备通过

线上智慧养老平台与线下养老管家紧密连接，让

养老管家成为老人第二子女。

截至目前，青田县在城区已组建首批养老管

家 50多人，为 4840位管家服务对象提供转介服务

5.5万人次，定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6万多条，开展

探访关爱 7.7万人次，并为 2300多位非政府补贴对

象提供了个性化服务。

莲都：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你好，请帮我预约一个家政服务。”12月 18日

上午，家住碧湖镇瓯碧园小区的陈娇妹阿姨通过

电话，向通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呼叫家

政服务，挂完电话还不到 10分钟，服务人员就敲响

了她的家门。

针对乡镇养老机构专业能力弱、养老服务资

源零碎等问题，碧湖镇依托红景天家园养老院专

业资源，实现碧湖镇机构、社区和居家养老一体化

服务，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通俗地讲，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就是指老人

在家养老，也能享受养老院提供的综合服务。”通

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负责人金陈义告诉

记者，这一目标的实现，得益于 96345“丽水居养”

综合服务平台。该平台集聚 187家加盟企业、140
位技术人员、6000余名志愿者、3000余名市区两级

在职党员干部构建“养老联合体”，按照阵地覆盖

在社区、服务融入到小区(网格)的社区养老模式，

充分发挥 14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89家日间照料

中心的基础阵地资源优势，积极整合 8家专业养老

服务供应商，纳入居养平台统一调度管理，切实提

高养老服务效能。

同时，96345“丽水居养”线上平台，推出群众

点单、平台派单、线下接单的“三单”闭环管理服务

模式,切实织密 10分钟社区便民养老服务网。

此外，在 96345 服务热线的基础上,平台更新

接入新进社会养老机构、医院等热线端口，24小时

全天候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类、事务类、咨询类等三

大类共计 130多项服务信息。

今年以来,平台共提供各类养老服务 5.1 万余

次,为老年人提供电话咨询服务 2.5 万余个, 圆梦

“微心愿”2800余个。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徐帅

■二十大回响——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在“浙丽”养老很幸福
阅读提示

丽水多山，一直以来，山区老年人的生活牵动
着各方的心。为了让山区老人都能安享晚年，丽水
探索实践“流动助老”模式，创新运用数字化养老服
务平台，打造养老服务联合体，多措并举完善山区
养老体系。

记者记者 兰雷伟兰雷伟 摄摄爱心义剪解决老人爱心义剪解决老人““头等大事头等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