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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一贴，捏一捏⋯⋯一个“娃娃家”的小
部件就完成了。穿一穿，拉一拉，一根钓鱼竿
的绳子就穿好了。89岁的柳大爷说，这里工作
简单，时间自由，每天做工几个小时，就有三十
多元收入。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熟人、有伙伴，
干起来很有劲，也很充实、开心。

这是日前记者在云和县白龙山街道（大
坪）“长者益智幸福坊”（以下简称“幸福坊”）里
看到的一幕。一群老人围坐在长桌边，乐呵呵
地干着益智木玩来料加工的活。

云和县户籍人口 11.42 万人，80%集中在
县城，自“小县大城”战略实施以来，云和乡镇
人口逐渐向县城转移，全县 2.5万名老年人中，
留守在山区的有 3300 多人。“幸福坊”是云和
关心关爱山区留守老人的“新举措”，主要设在
乡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内，为老人提供
公益服务，留守老年人可以每天进行益智、娱
乐活动，不仅有了一个聊天、下棋、健身跳舞的
休闲娱乐场所，也可以参与益智木玩来料加工
获取报酬，还可以在“幸福坊”里住宿。

这些留守老人，大多是孤寡老人，年纪 60
岁以上。进入到“幸福坊”，他们觉得生活有了
阳光，对每一天都有了新的期盼，用他们的话
说，“这里能吃好，住好，还能娱乐和赚钱，真是
太幸福了！”

八旬老人月挣一千多
动手动脑充实又乐呵

89岁的柳乃丰年轻时当过兵，30多岁时失
去了老伴，一个人将儿子抚养成人。如今，儿子
孙子白天都去上班了，他一个人在家不免心生
孤独，得知白龙山街道大坪“长者益智幸福坊”
对外开放后，他便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

“以前，一个人觉得无聊，只好在村里转
转。自从来到‘幸福坊’，和老人们一起看看电
视，跳跳舞，做做工，中饭，晚饭都在这里吃，心
情特别好。”一扯一撕一提，他撕开纸质胶带，
整齐地贴在一个个奶瓶状木制玩具的表面。

“你看，对准这根线，把胶带水平贴好，两端捏
紧就好了！”柳大爷动作娴熟，毫不马虎。

贴胶带、做包装、串珠子、拼装积木⋯⋯一天
能收入30多元，一月净增收1000多元，柳大爷的
日常花销足够了。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有“上班”
的感觉，每天出门要穿上体面的衣服，走路都带
劲。和一群老人一起拉家常，说说心里话，有人
陪伴，不会产生孤独感，精神状态都明显提升了。

84 岁的张邦增，他的妻子前几年过世了，
孩子们都在县城工作，于是他成了村里的留守
老人。“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里做玩具，可是我
年纪大了，干不了什么活，没想到现在的‘幸福
坊’，把玩具加工厂搬到了家门口，我们老人家
也能做点事，很开心。”

每加工半小时，工作人员就引领老人们娱
乐活动半小时，集体休息，确保劳逸结合，老人
们在这里动手又动脑。“第一节上肢运动，齐步
走，直臂绕环、伸展下摆、双拉臂⋯⋯⋯”老人
们踏着广场舞音乐的节奏，跳起了佳木斯快乐
舞步健身操，动作标准而熟练，时不时发出“呵
呵”的笑声。

在“传统织布机”上将梭子来回穿梭，一拉
一拨，一排毛线各就各位就织好了；“花型编织
器”上绕一绕，顺时针绕一次，数一数第三根线
放到空槽位置拉一拉，一根带子的一段就编织
好了⋯⋯这些益智小手工让老人们“玩”得不
亦乐乎。

“可别小看这个项目，它不仅能让老人手脚
活动起来，也能激发老人的大脑思维，防止老年
痴呆。老人一有空就可以来到这里做做活，对
他们来说是个好去处。”负责人何爱丽说，“幸福
坊”建成以来，为了保证货源稳定，“幸福坊”与
云和县的来料加工经纪人建立了合作关系，经

纪人会定期将材料配送到“幸福坊”。

异地搬迁圆安居梦
下山脱贫享温暖

严蓝友今年 68 岁，是大坪农民异地搬迁
安置小区的清洁工，有一笔稳定的收入。

严蓝友的老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
基 础 设 施 落 后 ，生 产 生 活 条 件 艰
苦。再加之山区信息闭塞，缺
少致富门路，村民们收入普
遍低微。

2011 年，云和县启
动大坪农民异地搬迁
安 置 小 区 建 设 项
目。下山脱贫政策
的 春 风 吹 进 大 山
后，早年丧偶的严
蓝 友 一 个 人 带 着
一 双 儿 女 乘 着 下
山脱贫转移的“东
风”，从海拔 700 多
米高的雾溪畲族乡
水 竹 垟 自 然 村 搬 进
了农民异地搬迁安置
小区，圆了“安居梦”。

在查看了“幸福坊”各
项周到的服务后，他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在这里吃中饭、晚饭，融
入到这个大家庭中。

“一个人回家烧饭费时费力，年纪大了电
插起来烧饭常常还忘记了拔，饭菜烧少了很麻
烦，烧多了吃不了，倒掉又觉得可惜，不倒掉，
就天天吃现成，对身体很不好。来这里吃饭省
心省力，每顿只需要花 2 块钱，就可以吃到两
素一荤一汤，像红烧肉、肉丸、紫菜汤，干净、卫
生、新鲜，还有营养嘞！”严蓝友高兴而又满足，
逢人就夸，“菜很好吃呢，饭很软，很适合老人
吃。我手一洗，热菜热饭就端上来了；吃完了，
我碗筷一放，就可以走人干活去了。”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严蓝友雨天经常一身
泥水，他小心翼翼的用布擦了又擦，生怕把“幸
福坊”里的地弄湿了、弄脏了。工作人员总是
热情地招呼他，“没事没事，我们来打扫就可以
了，你衣服脏了我们替你洗吧！”，有几次，他工
作耽误了几分钟没来，其他的老人们就会惦记
起他，“蓝友还没有来哦。”厨师就会给他备好
一份饭菜暖在锅里，等他来了再给他送上。严
蓝友虽不是本地人，进入到“幸福坊”，生活习
惯转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倍感“家人”的亲
切，他的心里暖暖的。

在厨房边的墙上，记者看到了一周的菜
谱，肉末炖蛋，红烧鸭肉、冬瓜虾仁汤、油焖青
菜⋯⋯每天不同样，荤素搭配得当，负责人江
莲娟介绍，每天她都亲自到超市买最新鲜的
菜，每半个月就会换一张菜谱，满足老人们的
胃口，让他们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除现场供餐外，“幸福坊”还为周边自理能
力较差或不方便过来吃饭的老人免费送餐。
此外，“幸福坊”还为老人提供看病、理发、住宿
等贴心服务：通过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
人员签约合作，建立了老年人数据库，对老人
健康情况建档立册，乡卫生院的医生会定期上
门为老人量血压、测体温、做视力检查，提供日
常诊疗护理服务等；理发店会定期上门为老人
理发；同时开放了床位，为老人提供午间休憩、
夜间住宿场所。

老弱病残有保障
“幸福坊”里幸福多

陈伟林是“幸福坊”里的特殊客人，每天她
和她 23 岁的女儿叶文慧一起来“做工”，母女

俩均为精神残疾。在这
里的每一天，她们的脸上都洋

溢着灿烂的笑容。
早上 8点，母女俩准点来到“幸福坊”。“以

前，她们母女俩在家，一不顺心就会发脾气，使
小性子。自从来了‘幸福坊’，心情愉悦了，性
格开朗了很多。”工作人员每天都鼓励她们，一
点点进步就表扬她们，母女俩每天的生活变得
有规律了。

陈伟林的丈夫为了养家糊口，上午在县城
当清洁工，下午在自家的“廉价理发店”上班，
每理一个头收 8元钱。以前，他将女儿白天委
托给孩子的外公外婆照看，自己带着妻子去县
城扫地。“怕她走丢了，没办法啊，只好带着她，
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陈伟林的丈夫很无奈。

在残联的帮助下，母女俩一起到“幸福坊”
里做来料加工。“这样一来，母女俩的安全有着
落了，还享受免费吃饭，一个月额外增加了几
百元的收入，家人也不用担心她们的安全问题
了。”负责人何爱丽介绍道。来这里的残疾人
有的是听力障碍，有的是视力障碍，有的腿脚
不便，“幸福坊”的一楼设置了专门的“残疾人
工作间”，配备有专门的轮椅等。门口设有无
障碍车位，方便残疾人停车。房间设置了专供
床位，采用医院的护理床。还安装了残疾人专
用厕所，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残疾人的日
子在“幸福坊”里越过越幸福。

截至目前，云和全县累计建成乡镇（街道）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3 家、居家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 108 家，在白龙山街道、元和街道等乡镇

（街道）建成“幸福坊”12 家，有效覆盖山区留
守老人 1500余人。

让留守老人同享小康生活，云和“幸福坊”
的有益探索为老百姓带来了融融暖意。“我们
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设立‘幸福坊’，以老人开
心和满意为出发点，初衷就是让老人生活得更
加美好，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云和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
云和县将在所有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设立“幸福
坊”，实现全覆盖，推动为老服务工作再上新台
阶。

■本报记者 兰伟香 通讯员 程鹏鹏 文/图

“幸福坊”里幸福多

大坪“幸福坊”里的幸福午餐。

白 龙 山
街道（大坪）

“幸福坊”。

老人们在元和
街 道“ 幸 福 坊 ”里
休闲娱乐。

老人们在雾溪畲族乡“幸福坊”里从事来料加工。

赤石村“幸福坊”。

“幸福坊”里的益智织布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