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锅店变身老人家门口的“乐所”
市北区洛阳路街道搭建5分钟互助养老圈 让老人在社区乐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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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秋节前，“吉祥乐所”里老人与孩子们欢聚一堂。

老人们来到火锅店相聚。

社区志愿者在“玉兰乐所”合影。

抱团式养老为老人送快乐

除了“吉祥乐所”，洛阳路街道还
建起了“红娘乐所”“玉兰乐所”等。
夏玉波介绍，2022 年“乐所”有 6 家，
到现在已经建成 15 家。按照这样的
增 长 速 度 ，今 年 年 末 数 量 还 会 继 续
增加，基本能够实现 5 分钟的互助养
老圈。

“在洛阳路街道海琴社区，80 岁以
上的老年人有 450 名，如果把年龄扩展
到 60 岁，人数会达到 4000 多名。”扎根
海琴社区多年，73 岁的夏玉波对辖区
老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乐所”成立的
初衷很简单，她想让居家养老的老年
人可以抱团式养老，为更多独居、孤寡
等老人送去快乐和关注。“几乎每天我
们都会组织活动，挨家敲门，其实敲开
了门意味着老人一切都好，这也是在
向我们报平安。”夏玉波说。

随着网格书记、楼长等加入“乐
所”中来，设在居民家中的“乐所”达
到了 10 处，“乐所”的名字由居民的
名字来命名。在“玉兰乐所”，楼长纪
玉兰捧出满满的瓜果零食，开始为大
家 读 报 纸 ，帮 助 老 人 们 了 解 时 政 信
息，大家一起打扑克、唠家常。有时
候 纪 玉 兰 会 提 前 给 子 女 打 好 招 呼 ，

“今天‘乐所’有活动，等活动结束再
来家里。”起初，子女不理解，但久而
久之明白老人们是难得相聚，给予更
多的是支持与理解。有的子女还提
出，希望主动参加“乐所”活动，尝试
走进老爸老妈的世界。

在市北区商丘路上，有一家名为吉祥
顺的火锅店常常提前一天接到老人打来
的预约电话；电话中老人只预订包间并不
吃饭，可老板娘谭凤华仍然十分高兴，安
排服务员在打烊前收拾包间，第二天提前
一个小时开门，备好茶水等待老人们的到
来……这家火锅店的另一重身份是市北
区洛阳路街道的“吉祥乐所”，是居家养老
的老年人在家门口的一方乐园。3月26
日，记者从市北区获悉，如今的洛阳路街
道已建起15家“乐所”，搭建起了5分钟互
助养老圈，吸纳超过140名老年人走出家
门，在社区乐享晚年。

老人有困难找“乐所”

在玉波工作室的墙上，挂着17名“乐所”义工的
照片，其中有老党员、网格书记、楼长，还有年轻人加
入。“我们辖区的小微企业、学校都是‘乐所’的支持
者，他们会拿出时间来参与志愿服务，也会给‘乐所’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可以说我们的养老互助模式
是不用社区花一分钱的。”夏玉波表示，社区力量的
广泛加入与参与，为“乐所”的成长提供土壤，从而更
好地反哺老人。每当老人过生日时，夏玉波会带领
志愿者上门为老人送长寿面。“这位老人叫孙丽华，
儿女不在身边，现在老伴也去世了，每次我们上门送
长寿面，她总是泪流满面……”

为了让老人在“乐所”有获得感，夏玉波还带领
志愿者肩负着解“急事”、办“难事”的重任。“老伴去
世后，我担心氧气瓶可能爆炸，该怎么办？”“夏天院
子里落了好多毛毛虫，能不能给我们解决一下？”

“上了年纪腿脚不方便，到超市要花半个小时，想问
问能不能请人帮我买个菜？”这些让老人们犯愁的
事情，在“乐所”说一说，夏玉波一定会第一时间站
出来，多方协调让问题不出“乐所”便能解决。“我们
专门安排志愿者陪老人聊天、解闷，邻居老党员也
来搭把手帮忙买菜、送餐，园林部门帮着清理树上
的虫子。”夏玉波说，办法总比困难多，时间长了，

“乐所”便成为了老人们在社区的“精神家园”。

“不出圈”照样“活出彩”

扎根社区多年，夏玉波直言，“乐所”之所以可
以在街道遍地开花，这背后与洛阳路街道、海琴社
区的“原生”条件分不开。老年人口多、常住居民
多，多年来的邻里情让居民们的感情十分深厚，成
立“乐所”的想法提出后，很快一呼百应。其实，“乐
所”的诞生实则是在探讨互助养老的新模式。近年
来，北京、上海、成都等多地均在摸索互助养老新路
径，互助养老时光汇、单位社区养老服务联合体等
均在社区形成互助力量，让老人“不出圈”，在家门
口即可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

记者从市北区获悉，除“乐所”外，市北区还在
积极引导社区开展不同形式的互助养老，从而优
化居家养老的服务供给模式，如辽宁路街道为辖
区老人开设形式新颖的“日托班”，让子女化身“家
长”，每天上班前可将老人送到“日托班”上兴趣爱
好课程，中午吃顿午饭，下午再由子女接走。据
悉，市北区还在积极探索志愿者送餐、老年放映室
等互助养老方式，不断丰富老年人居家养老的体验
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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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火锅店成为老人“乐所”

“喂，您好大姨，包间留好了，上午
过来就行！”性格爽朗的谭凤华喜欢叫
老人们大姨、叔叔，见面后都格外亲。
看着店内挂的牌子“吉祥乐所”，谭凤
华骄傲地告诉记者，最多的时候，一天
来了一百多位老人还有环卫工，大家
聚在一起包饺子吃团圆饭，别提多热
闹了。谭凤华和丈夫谭洪声在20年前
来到青岛，靠商丘路上的这家火锅店
站稳脚跟，他们在青岛的家就选在火
锅店楼上的居民楼。“我们从小店起
家，干到火锅店，包间有十多个，周边
的老人都是我们的邻居，更是老熟
人。”谭凤华说，当初玉波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主任夏玉波和他们商量，加入

“乐所”，在营业之前供老人们相聚行
不行，她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了，并且
表示，只要干一天就要坚持下去。“我
们家的老人在高密老家，看到这些老
人，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父母。”两年
相处下来，谭凤华发现老人们相处也
非常有意思，“有位侯大姨，她总能组
织一群老年人来参加活动，大家一起
唱歌、聊天，其中有些老人的子女不在
身边，都能被她喊出来聚一聚，有时候
活动结束干脆就在店里吃饭，都是AA
制，我也会给他们打折优惠。”谭凤华
笑着说，老人们每次活动结束都意犹
未尽，还会相约下次相聚，“看着老人
们很开心，我们也非常高兴，做人就要
有爱心、有感恩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