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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猜成语》：
1、八拜之交；
2、朝三暮四；
3、踏破铁鞋；
4、天下为公；
5、新仇旧恨；
6、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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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茶馆，今年68岁的徐
阿姨每天都会来报到两次，点上一
壶茶，和老姐们唠唠嗑，成了徐阿姨
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
里环境好、茶好，老人在这里免费喝
茶，我们都喜欢来。”徐阿姨边和记
者聊着天，边给记者倒上一杯茶。
在这个茶馆，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
喝茶不花钱，绿茶、红茶随便挑，是
深受社区居民追捧的“公共空间”。

“去年幸福街开街后，茶馆是最
受老人欢迎的地方。”上流佳苑社区
副主任李仁杰表示。李仁杰口中的
幸福街，是社区对居民服务、商业业
态进行全新整合布局的成果，在这
条街上，助老大食堂、便民服务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便民快餐、特色
小吃、蛋糕烘焙、土产五金、美发沙
龙……一应俱全，“我们的理念，就
是幸福就在你楼下。”李仁杰说。

从小茶馆走出，没有几步，记者
走进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工具墙上
挂着扳手、锤子等二十余种工具，
供居民无偿借用；电脑区域电脑、
打印机等一应俱全；裁剪区义务为
社区居民提供缝纫服务……“以前
衣服有问题，我经常找不到地方，
只能到处问朋友，现在好了，不管
是配钥匙、磨剪刀，还是缝缝补补，
下楼就可以解决，这些师傅手艺都
特别好。”正在中心内修拉链的曲女
士说道。

作为全国首批示范性老年友好
型社区，上流佳苑60岁以上老年人
1271人，占比约24.7%。面对老年人
总数多、增速快、空巢化的特点，近
年来，社区不断提升为老服务的能
力和水平，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老
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

要说老人对社区最满意的地
方，助老大食堂肯定能算其一。记
者在现场看到，酸辣土豆丝4元、西
红柿炒蛋 6 元、炸虾仁 14 元……这

些年，菜品是越来越丰富，但价格却
从未改变。不仅如此，社区还对60
岁以上老人提供三折就餐福利，并
开通一键送餐服务，免费为不方便
堂食的老人送餐上门。

2021年，社区又在助老大食堂的
基础上，打造了650平方米的上流便
民服务社，服务社商品涵盖日用百
货、肉食生鲜等，共计近4000种。“什
么都能买到，下楼就享受‘一站购
物’，对我们老人来说真是太方便
了。”正在购物的李先生说道。值得
一提的是，社区为居民发放的购物补
贴也从每年每人3000元涨到了5000
元，专门用于在服务社购物，这让居
民高兴不已。

李仁杰告诉记者，就医是老年
人的刚需，由于上流佳苑社区远离
主城区，周边医疗机构缺乏，家门口
就诊难一直是社区居民的心病。“现
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就开在幸福街
上，而且24小时有医生服务，居民无
论何时有需求，只需一个电话，社区
医院的医生就能上门。”据介绍，今
年6月底前，居家养老活动中心就将
投入使用，届时，居民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

此外，社区还为独居老人加装
住户智慧感知设备，如果连续12小
时没有使用过水电燃气，智慧中心
会接到实时报警，如系统呼叫得不
到老人回应，社区工作人员会第一
时间上门查看情况，确保老人安全。

当你老了，你希望生活在怎
样的社会氛围？上流佳苑社区、
隐珠山社区，以及更多的全国示
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给了最好的
答案。

“好，很好，就是说不出来的
好，我们很幸福。”采访中，这是
社区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这里，看到老人们在助老食堂
安心就餐，听到他们在茶馆里唠
着家常，看到他们在自己擅长的
领域继续发挥着光热，我们见到
并感受到了社区的基本养老服
务给老人们带来的便利和幸
福。这里的老人是有人关照的，
他们的需求也是有回应的。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
“老有所养”是大家的殷切期盼。
养老不再只是老人和家庭的事，
而是关乎整个社会和谐的大事，
需要各方积极参与，才能破解养
老难题，让老人安享晚年。

一个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
一个幸福感满满的社区，这样的

社区不仅有适老化的便利设施，
更充满关爱与理解。“现在来买房
还来得及吗？”这虽是一句玩笑
话，但这样的社区谁会不喜欢？

希望随着越来越多老年友
好型社区的建成，每一位老年人
都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晚年。

记者 许瑶

3 月 30 日上午，在位于西海
岸新区隐珠街道隐珠山社区的广
场上，悠扬的曲声传来，几位老人
围在一起，有的演唱、有的伴奏，
气氛融洽活跃。“我们都是银龄艺
术团的成员，除了每周固定的排
练时间，平时也喜欢凑在一起，一
起排练、说说笑笑，感觉很充实。”
63 岁的刘利川说道。据了解，
2018 年，为丰富社区内老年人的
精神文化生活，隐珠山社区教育
学校挂牌成立，不仅配备了专业
老师，还成立了艺术团，并多次在
比赛中获得好成绩。“艺术团下设
合唱团、二胡班、舞蹈队、秧歌队，
近100人的大队伍，以前我就是合
唱团的，现在艺术团归社区管，感
觉更正规了。”

去年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
好型社区的隐珠山社区，60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的 30%
以上。近年来，社区不断提升服务
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在
居住环境、日常出行、健康服务、养
老服务、社区参与、精神文化生活
等方面的需求，让老人们乐享精彩
舒适的晚年生活。

今年51岁的管梅还没把自己
划到老人的行列，也没弄清积分兑
换是如何一回事，在她看来，身为
社区的一份子，能为社区老人做些
力所能及的服务，就会觉得特别高
兴。上个月，“管大姐爱心理发屋”

开张，每月10日、20日这天都会免
费为社区老年人理发。“没啥别的
本事，就有这个手艺，一上午就能
为十多位老人服务，看着他们高
兴，我也高兴。”管梅有些不好意思
地说道。

在隐珠山社区，发挥老年人余
热、“小老人”服务“老老人”的传统
一直被社区居民津津乐道。据社
区党委书记王云介绍，社区有一支

“党员、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教
师）、有技能特长的群众”为主体的
600 人志愿服务队伍，“隐珠山大
姨、暖阳送餐队、映山红联盟等，都
是以老年人为主，大家通过个人所
长发挥余热，通过服务到年底还可
以凭借积分兑换礼品，老年人的积
极性都很高。”王云告诉记者，隐珠
山社区还建立了“互联网+社区服
务”模式，老年人只要在家动动手
指，就可以在“社区居委会”微信公
众号上了解各项政策。针对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社区还开展了代办
员上门服务，切实打通服务老年居
民的“最后一米”。

三月末的天气，不冷不热，温
度适宜，走在隐珠山社区所在的
天一畔城小区内，就彷佛置身于
风景区中。据王云介绍，为确保
老年人出行安全，社区共改、扩建
无障碍出入口、轮椅坡道20余处，
整修小区道路 2000 平方米，建设
1000 余米步行木栈道。不仅如
此，社区还创新打造智慧社区防
控平台，实时监测独居老年人用
水、用电、用气情况，为老人们提
供智慧防护、智慧消防等服务，杜
绝安全隐患。

“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重要环
境，未来我们会再接再厉，为社区
长者提供更高质量的健康养老服
务，让老年人在社区中都有归属感
和幸福感。”王云说。

记者 许瑶 臧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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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正好，3月29日下午，位于青岛市李沧区世园街道上流佳苑社区幸
福街上的“喫茶去”茶馆里，不少老人正三五人围坐一桌，喝茶聊天，欢笑声
不时从各处传来，幸福写在了每个老人的脸上。

前不久，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印发《关于开展2023年全国示
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将创建1000个全国示范
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作为基层老龄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人口老龄化程
度持续加深的今天，如何让老人们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青岛市获称”全
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社区作了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近日，记者走进青岛部分社区，探索这些社区为老年人解锁幸福生活
的“密码”。

——探访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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