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享老

让老有所学成为生活常态

曲金花是前旺疃和美
社区老年大学模特班的老
师，自从有了公益课堂，每
周来社区上一节课，已成为
曲金花的日常，“现在班里
有 60 多位学员，大家在这
里交流心得，分享生活。”

2021 年，前旺疃社区
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
型社区，党委委员李保华告
诉记者，如何发掘社区老年
人才艺特长，引导他们走出
家门、融入社区，是建设老
年友好型社区的关键之
一。为此，社区依托白云山
党群服务中心，有效整合社
区教育文化资源，设立瑜伽
班、舞蹈班、书画班、器乐班
等，常年举行文艺演出、广
场舞比赛等活动，阅读室、
书画室、电子阅览区等常年
对老年人免费开放。

和前旺疃和美社区一
样，市北区洛阳路街道郑州
路社区也一直注重老年人
的精神文化生活。9 月 30
日中午，在社区活动室，71
岁的杨福玲刚刚结束古琴
的学习。“从 2021 年开始，
社区就开设了公益课，我们
每周在这里学习，平时也可
以来练习，老师全程陪伴，
让退休生活一下子变得丰
富起来。”据悉，从 2023 年
开始，这里变成了市北区老
年大学在社区设立的分校，
不仅有社区居民，还有其他
学员前来上课。“古琴非常
适合老年人学习，当时班里
的同学还将一天一元钱的

公益金，捐给社区患有渐冻
症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学
习，既是我们文化服务的受
益者，同时又把爱传给更多
的社区居民。”郑州路社区
党委书记王艳芳表示。

积极养老

让老有所为绽放光彩

老年友好型社区应该
是什么样的？如何引导和
组织老年人参与社区生活，
充分发挥老年人的积极作
用，郑州路社区给出了自己
的个性化答案。

王艳芳告诉记者，社区
以前乱搭乱建比较多，之所
以会有今天这番景象，离不
开老年居民的“功劳”，“看这
个公共花园，这些花都是老
年居民自己种的，平时大家
在这里喝茶聊天，我们希望
老人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
在这里可以尽情发挥才能。”

把社区当家，不只是一
句口号。住在郑州路社区几
十年，今年76岁的张春芳既
是社区老居民，又是社区见
证者。“前段时间我家纱窗坏
了，联系了社区工作人员，没
想到‘乐修匠’师傅很快就上
门解决了问题。”张春芳口中
的“乐修匠”是社区今年启动
的项目，“我们在调研时，了
解到很多老人家中的旧家电
都不舍得扔，他们提出社区
是否能搞个维修项目，我们
就启动了这个，志愿者可以
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这些
志愿者，不仅有企业团体，也
有我们社区的老同志们。”

近年来，看着社区越来
越好，张春芳也没闲着。“人

虽退休，但思想不退休。”作
为党支部书记，张春芳组织
了多支文艺团队，活跃在社
区的舞台上，“平时大家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帮着社区
排忧解难。”

“我们提供平台，让老
年人能够参与社区治理。”
在王艳芳看来，社区为老服
务，除了关心照顾有需求的
老人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让活力老人有足够的技能
和旺盛的精力继续发挥作
用，“让他们体现出自己的
价值，他们会更有幸福感。”

贴心敬老

让老有所乐触手可及

近日中午 11 点，前旺
疃和美社区居民贾振英带
着小孙子，从家里来到助
老食堂。一碗粥、两个包
子，一份可口的小菜，祖孙
俩吃得很满足。“以前在家
要忙乎一个多小时，自从有
了食堂，真是方便多了。”

要说老人对社区最满意
的地方，助老食堂肯定能算
其一。今年5月份，食堂正
式开业，它不仅是老人们解
决用餐问题的地方，更是一
个充满温暖与关爱的所在。
在助老食堂就餐的社区居民
在享受市区两级补贴的基础
上，社区今年拿出15万元用
于老年人就餐补贴，并逐年
递增，让社区居民实实在在
享受到社区发展红利。

据了解，前旺疃社区于
2015年完成了新型社区建
设，不仅打造“15分钟便民
生活圈”，老年文化活动中
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

生室等全覆盖，还为老年人
提供各种福利补贴，全额承
担医疗保险费，每月每人享
受医疗补贴等，让老年人切
切实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

幸福的晚年生活是什
么模样？对于老年人来说，
是一餐热饭，是家门口的

“百姓舞台”，更是医养结合
随时为健康保驾护航。

2019年，全国老年人心
理关爱项目落地郑州路社
区，项目实施以来，探索开
展了心理师、医师、社工师

“三师联合”模式，聘请20位
心理咨询师、社区医院全科
医师、社工师担任社区老年
人心理关爱大使，为有需求
的老年人提供心理健康调
查。“除了身体上的照料，心
理关爱对于老年人来说也
尤其重要，从2015年开始，
我们就成立了第一个社区
心理咨询室，大家一开始并
不理解，但这么多年坚持下
来，附近的人都知道这里，
有问题他愿意来找你，我觉
得是值得的。”王艳芳说。

老年友好社区的建设，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据
悉，对于如何建设老年友好
型社区，《全国示范性城乡老
年友好型社区标准（试行）》
从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两
个方面给出具体要求，为老
年友好型社区的建设指明
了方向。青岛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青岛将
继续推进老年友好型社区
建设，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能
在养老中享受生活，实现养
老变享老的美好愿景。

记者 许瑶

山东省老龄工作委员会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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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养老服务信息
平台上线试运行

养老地图汇集40多万
家经营主体服务点位信息

本报北京讯 10月11日，
民政部上线试运行全国养老
服务信息平台。该平台设置
了政策资讯、服务查询等板
块，可为社会公众、养老服务
人员等提供信息查询、服务链
接和事项办理等服务。

民政部表示，希望通过实
现四大功能，努力打造“一站
式”服务平台。一是政策资讯

“一站获取”，让社会公众知晓
养老领域惠民利民政策措
施。二是机构查询“一图全
览”。养老地图汇集全国40多
万家经营主体的服务点位信
息，社会公众可按名称、区域
等一键查询。三是场景呈现

“一目了然”。四是服务事项
“一网通办”。随着省级服务
平台逐步接入，平台将实现养
老服务津补贴申领、养老机构
备案等事项的在线办理，通过
服务集成让群众“少跑腿”、动
动手指就能“办成事”。（李欣）

文化享老、积极养老、贴心敬老……

在老年友好社区“老”幸福了！
近日，一场文艺演出在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白云山党群服

务中心举行，上百名老人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演出结束后，来自
前旺疃和美社区的居民曲金花来到楼下的助老餐厅，和老朋友们
共进午餐，分享着演出的感受和生活中的趣事。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今天，如何让老年人过上幸福、充实的晚
年生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全国“敬老月”活动的主题
为“坚持以老年人为中心，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作为全国老龄
化程度较高的城市，2023年青岛全市60周岁以上户籍人口215万
人，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25.17%，高于全国和全省老龄化水平。为
了让200多万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青
岛在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健康支撑、养老服务等方面多方协力、多
措并举，发力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目前，青岛有12家社区
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近日记者走进部分社区，从衣食住
行到精神需求，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乐”，真切感受到他们围绕
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编织起的一张张老年友好“幸福网”。

山东稳步推进
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

本报济南讯 10月11日，
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省民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庄严介绍，近年来，山东
省以法律护老、社区友好、社
会敬老、老年人社会参与为重
点，积极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
建设。

在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方
面，省民政部门联合多部门开
展“法律服务 助老护老”行
动，落实优待政策，率先免费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建立探访关
爱服务制度，发放高龄津贴。

在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方
面，山东率先出台意见，构建六
大友好体系，创建全国示范性老
年友好型社区数量和实施家庭
适老化改造数量居全国前列。

在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
上，发挥基层协会和社会组织
作用，开展多样文体活动，开
展“银龄行动”，打造志愿服务
平台，360余万老年志愿者发
挥重要作用。

山东还大力宣传老龄观
和传统美德，组织“敬老月”活
动，省级重点举办 18 项主题
活动，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

（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