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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柳永伟 通讯
员 邱文君 胡春麟 李荣振）防滑
地砖、适老灶台、可折叠淋浴凳等
细节改造随处可见，床边、淋浴
区、马桶侧边新装的扶手光亮整
洁……近日，龙泉市民陈思思父
母家中卫生间、厨房经适老化改
造后，焕然一新。

“这些贴心设计，让父母生活
更安全，我们子女也更放心了。”
陈思思告诉记者，两个卫生间加
厨房改造总费用 4万多元，政府补
贴直接减免 30%，相当于省了 1万
多元。

今年，省民政厅等四部门联合
出台《2025年浙江省消费品以旧换
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实施细则》，围绕

“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利、居
家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进、辅助器
具适配”五个方面功能，为老年人家
庭进行适老化改造。政策明确对
改造材料费用给予30%补贴，单件
产品最高补贴3000元，每户补贴总
金额不超过2万元。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以旧换
新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进一
步扩容加力，产品目录新增了智
能监测和辅具类，全方位守护老
年人生活。此外，涉及购置卫生
间、厨房施工改造类产品在签订
施工合同后即可申领补贴。”龙泉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龙

泉采取“政府补贴一点、家庭自负
一点”的资金分担机制，引导和支
持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

在市民金春红的家中，新安
装 的 环 境 监 测 设 备 、烟 雾 报 警
器、燃气报警器等，能够实时监
控用电安全和燃气安全。一旦发
生紧急情况，系统可以通过手机
应用、电话语音、短信等多种方
式 ，向 紧 急 联 系 人 发 送 报 警 信
息。金春红表示：“适老化政策
让我们了解到适合老年人使用的
智能设备，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熟
练使用这些智能产品，老人用起
来也说方便。”

“2025年度补贴，可以通过浙
里办 APP 的‘浙里康养’申请，支
持子女代办和社区帮办。”据龙泉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政策惠
及所有在龙泉常住 60周岁以上老
年人，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根据
申领的先后顺序进行补贴。自去
年该项政策推出以来，就一直十
分抢手。

适老化改造更好满足老年
人和老年人家庭多样化、多层次、
高品质需求，极大地增强了家庭
成员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实实在
在的政策补贴“大礼包”更是激活
了“银发经济”。据了解，今年龙
泉市已完成改造 110户，补助金额
124万元。

龙泉今年已完成
适老化改造110户

补助金额124万元

本报讯（记者 叶辛 通讯员 纪
中原 樊宇奇）“欢迎致电 96322丽水
市农村供水服务热线……”近日，莲
都区农村供水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叶
露杰接到群众来电，电话那头传来
焦急的声音：“家里自来水突然变浑
了，能来处理一下吗？”

接到来电后，叶露杰将问题反
馈至莲都区农村饮用水安全智慧运
行管理平台，平台派单至协管员，通
过现场核查，该问题由净水设备故
障引发，修复设备后，自来水浑浊问

题迎刃而解，浊度恢复正常数值。
96322 是丽水市统一农村供水

服务热线，服务全市农村居民，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的供水服务，提升农
村供水保障水平，保障农村群众供
水服务、一呼即应。

一直以来，农村供水问题是社
会关注的民生热点。丽水市多山
地、丘陵，村庄分布较为分散，部分
农村地区曾面临饮用水水质不达
标、供水保证率低等问题。为此，
丽水积极推进单村水站改造提升

行动，农村供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基本实现了农村群众从有水喝
到喝好水的质变。

今年 4月初，丽水开通全市农村
供水服务热线 96322，该热线将全
天 24 小时受理各类农村供水服务
问题，包括群众对农村供水工程建
设、运行管理、供水保障等方面的各
类咨询、投诉、求助等事项，全力打
造农村供水“1小时服务圈”，一小时
内实现点对点派单、实打实销号。

“这意味着农村居民在遇到用

水问题时，只需拨打一个电话，就能
及时获得专业的帮助和解决方案。”
市农村水利水电管理中心主任吴刚
表示，该热线投入运行以来，村民们
对解决用水问题的速度、效率赞不
绝口。

市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未来将在农村供水保障方面推出更
多实打实的举措，让农村居民能够
更加安心、放心地用水，为农村地区
的发展和居民的幸福生活提供有力
保障。

一通电话解民忧 一小时响应暖民心

96322热线织密全市农村供水保障网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员 吴
鹏鹏）“文学创作要扎根时代、深入
生活，要走进人物、转换视角……”5
月 8日，在庆元中学报告厅，全国
政协委员、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
员蒋胜男，为庆元中学 600 余名
高一学子，带来了题为《历史的
十字路口》的专题讲座。

这是省政协赴庆元开展“六送
下乡”活动之一的“送文化”活动的
一个缩影，“送文化”活动还有书画
笔会传艺、图书捐赠、专题讲座，并
有面向困难学生的送温暖。

“送文化下乡”既送来了文
化，更在菇乡大地种下了文化的
种子。“蒋老师的讲课非常精彩，
让我们对写作和阅读有了许多新
感悟。”在一个多小时的培训中，
学子们侧耳倾听、奋笔疾书。

文化新风也吹进了庆元县孔
庙大成殿，书法家们挥毫泼墨、运
笔如风，将对庆元的印象和祝福融
入一幅幅精美的书画作品当中。

“庆元是个非常有灵气的地
方，拥有真正的绿水青山，也拥有
丰厚的人文底蕴，我们能够在这
里创作出非常契合这个时代的艺
术作品。”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副
理事长韩璐，并非第一次来到庆
元。他表示，今后有机会还会再
来庆元，让庆元民众能够共享文
化发展的成果。

“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让我

们小县城的书画爱好者不出县城
也能看到大师的风采。”78岁的书
法爱好者彭荣根听说省政协来庆
元“送文化下乡”，早上 8点钟便早
早守在孔庙大成殿门口。在此次
书画笔会传艺活动中，他不仅近距
离观摩大师们创作，还和大师们探
讨了书画创作中的问题和困惑。

精神生活富足也是推进共同
富裕的题中之义。在庆元县档案
馆，省政协向庆元县捐赠 5000 册
书籍。“省政协在前期就与我们进
行了沟通对接，明确了书籍目录，
让这次图书捐赠更加符合我们庆
元的需求。”庆元县党史和地方志
研究室（档案馆）副主任姚德龙介
绍，将把这些图书分别送到县档
案馆和县图书馆，丰富基层读者
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涵育庆元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风
尚。

此次活动，省政协还联合省
妇女儿童基金会，向庆元家庭困
难学生赠送暖心包、品牌童鞋、文
化用品等，并落地价值 108.575万
元的公益项目资金及物资，主要
涉及焕新乐园、品牌童鞋、福鹅暖
暖包、卫生用品等。此外，“送文
化下乡”有关活动也在景宁同步
开展。

据悉，6月 19日至 20日，浙江
小百花越剧团将给庆元百姓送上
两场越剧经典剧目《情探》。

“送文化”:

播种文化种子 推动精神富足

连日来，南明山景区的
金鸡菊花海迎来了惊艳绽
放！这片金黄的花海，宛如
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将无
尽的灿烂与浪漫倾洒在大
地上，成为了市民当下热门
的打卡地。

记者 麻东君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春 通讯员 雷
倩）日前，记者走进云和县百龄帮凤
凰家园长者养护中心的厨房，见到
了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炒菜机器人。
当工作人员将菜品倒入大锅内后，
机器人就开始熟练地翻炒，四五分
钟后，为四五十人提供的可口饭菜
就能上桌了。对于这个机器人，养
护中心负责人胡杨方赞不绝口：“它
可以炒制 300多道营养菜品，为我们
节省了不少人力成本呢！”

胡杨方说，2018 年正式开业的
百龄帮凤凰家园长者养护中心是一
家四星级养老机构，目前有 120余名
老人，40 余名工作人员，人一多，自
然就众口难调，再加上厨师队伍不
稳定，吃饭问题一度成了养护中心
的头疼问题。

今年 4月初，该养护中心花费近
5万元引进了一台炒菜机器人，它有
着智能控制系统，能够精准完成倒
油、加水、调味等烹饪动作，且系统

内设置了 300多种营养菜品，能够满
足老人的各种口味需求。此外，机
器人还具备自动清洗功能，有效保
障了食品安全。

“炒菜机器人显示屏上会告诉
我们，每个菜品应该准备多少克数，
我们根据数据进行准备。这样每次
出的份数和味道都比较稳定，也方
便了工作人员的操作，提高了工作
效率。”胡杨方说，“炒菜机器人‘上
岗’后，不仅能提高出餐速度，出的

菜系软硬、咸淡可调，非常适合老年
人口感，老人们都很满意。

“现在科技发展很快，我们养老
中心也得跟上时代发展，用科技服务
老人，让他们过得更舒坦、安心、踏
实。”胡杨方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
在云和，一名厨师一个月的薪水是
6000至 8000元，使用炒菜机器人，不
用一年时间就能收回成本。接下来，
他们打算增加几台炒菜机器人，让老
人们的生活更有品质。

炒菜机器人“上岗”云和一养老中心

本报讯（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留李涛）日前，首批本地鲤鱼苗发放
仪式在景宁畲族自治县英川镇举
行。当日 9 时 30 分，从鸬鹚乡南坑
源村稻田鲤鱼体验基地打包的首批
114.7万尾本地鲤鱼苗经工作人员仔
细确认后，被迅速运往英川镇黄垟
口村。英川镇各村代表早就在村口
等候，拿到鱼苗后便争分夺秒带回
村里，将鱼苗投放到稻田中。

在景宁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一
幅“鱼跃稻田”的新景正徐徐展开。
为持续提升 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加
快缩小“三大差距”，景宁农业农村
局创新推出“一户一田鱼”促增收举
措。以政府“统一采购+统一发放+
统一指导”的“三统一”模式，分批向
全县 21个乡镇（街道）水稻种植户免
费赠送 500万尾田鲤鱼苗，为农户铺

就增收新路径，开启乡村产业发展
新篇章。

景宁地处浙江南部，“九山半水
半分田”的地貌特征显著，这里稻田
养殖历史悠久。然而，长期以来苗
种供应问题制约着产业发展，众多
具备养殖条件的稻田未能充分发挥
潜力。此次 500万尾本地鲤鱼苗的
发放为景宁“稻鱼共生”产业注入强
劲动力。

景宁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雷晓勇
介绍，“一户一田鱼”活动影响广
泛。它不仅有效保护了本地鲤鱼品
种的种质资源，降低了农户养殖成
本，还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的同时，
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预计此次
活动可辐射带动近 1.7万亩稻田，惠
及 5000 余户农户，助力农户增收超
5000 万元，为景宁乡村振兴和农民
致富带来新希望。

500万尾鲤鱼苗免费赠送
景宁开展“一户一田鱼”活动助力“稻鱼共生”

金鸡菊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