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3 社会社会2021年 1月 11日 星期一

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特殊“赛跑”。1 月

6 日至 1 月 8 日 24 时，居住在河北省石家庄

各县市区的 1025 万余人完成第一轮核酸检

测，累计检出阳性人员 354 人。

这是一次坚决果断的科学决策。石家

庄市报告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后，为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根据专家建议，

河北省、石家庄市立即响应：对石家庄市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坚决遏制疫情扩散。

一 座 城 一 条 心 ，三 天 多 时 间 ，争 分 夺

秒。医务人员白衣执甲，党员干部等冲锋在

前，广大群众守望相助，齐心协力守护健康

家园。

党员干部冲在一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场疫

情，又把一份“试卷”摆在人们面前。

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1 月 5
日 23 点，晋州市周庄乡工作群里叮叮当当

消息不断，乡党委要求所有人员立即到岗。

6 日零点，全乡核酸检测启动，乡党委动员：

所有干部，一个都不能少，全部投入到核酸

检测第一线；全乡所有人员，一个都不能少，

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核酸采样工作；全乡社

员行踪，一个都不能少，必须全部掌握。工

作部署完毕，时针指向凌晨 4 点，乡干部直

接赶到村组，协助医务人员筹备检测；5 点

半，大喇叭开始广播，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

6 点，核酸检测开始……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这里危险，我们

来坚守！”1 月 3 日，石家庄市藁城区公安局

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张月礼，连夜带队赶往

疫情最重的小果庄村，维持秩序，协助开展

检测等防疫工作。那些天正赶上石家庄入冬后最冷的

天气，队员们 24 小时值守一线。

连日来，石家庄市 30 多支社工队伍、两万多名社

区工作者、4 万多名志愿者，奋战在社区防控一线，为

居民群众构筑“健康防护墙”。

白衣战士全力以赴

“1 月 5 日深夜两点，接到护士长的电话，医院要组

队去藁城区采集咽拭子，我报了名。”河北省人民医院

神经内三科副护士长王娜说，早上 5 点半，她们一行 30
人出发。王娜到达藁城区廉州镇城里庄村，穿戴好防

护装备，和另一名同事组成一组，挨户采集咽拭子。

1 月 6 日，藁城区最低气温达零下 15 摄氏度，王娜

和同事一大早来到五界村，5 小时内采集了约 900 人的

咽拭子。她们来不及休息，又入户给卧病在床的和腿脚

不便的村民检测。“我们在与疫情赛跑，有时忙得顾不上

吃饭、喝水。”

石家庄市新组建 164 支流调队，共 328 支流调队奔

赴城乡社区。截至 1 月 9 日，石家庄市所有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和疾控中心全部建成了核酸检测实

验室，具备开展核酸检测能力的共 107 家，

单日单管最大检测能力达 38 万份。

多方挖掘社会资源，全力提高快速检

测能力。

1 月 7 日凌晨 4 点，在位于石家庄市的

河北体育馆网球馆内，一座大型核酸检测

实验室——“火眼”实验室（气膜版），仅用

时 21 小时便建成投用。“实验室每日最高可

检测 100 万人份样本。一份样本送到实验

室，最快 4 小时出结果。”河北“火眼”实验室

总指挥、华大集团党委书记杜玉涛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根据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安排，1 月 7 日，江苏、浙江各组建

5 支核酸检测队 209 人，每支医疗队携带 5
套检测设备和仪器、5 万份核酸检测试剂，

支援河北开展核酸检测。广东、湖南、江西

等省的支援队伍正紧急赶往河北。

全体市民同心抗疫

同心抗疫，冬日的石家庄，一幕幕暖心

画面让人感佩。

“ 让 老 幼 病 弱 的 先 去 ，别 把 他 们 冻 坏

了。”1 月 6 日下午，桥西区维明南大街一个

小区业主微信群里，一位居民的提议让整

个群“热”起来。“应该照顾。”“支持。”业主

纷纷响应。这些天石家庄室外最低达零下

十几摄氏度，寒风凛冽。“医务人员冒着严

寒为我们服务，我们全力配合。”“家里有老

人孩子需要帮忙的，随时联系。”许多居民

站了出来。

拌馅、和面、擀皮……1 月 9 日上午，暂

停营业的石家庄庄鲤宴饭店，工作人员忙

个不停。“我们要包饺子送给浙江医疗队，

感谢他们千里迢迢来支援！”饭店负责人田永青说，当

天中午他们为值守在彭后街道的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

送去热气腾腾的饺子。

冬日冷、人心暖，合力守护一座城。6 日下午 5 点，在

和家人一起做完核酸检测后，家住 6 号楼的大三学生贾

丹向社区提交申请当志愿者。“抗击疫情是所有人的责

任。我是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更得多出一份力。”贾丹说。

关键时刻，齐心协力。“17 号楼的居民朋友请站好

队，保持距离，做好防护。”1 月 6 日，在石家庄市新华区

北苑街道变电街社区的核酸检测点，30 多名居民做完

采样后，当起了志愿者，协助维护现场秩序、引导居民

分组登记等。

1 月 6 日，石家庄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招募社区志愿

者，就近协助开展核酸检测，已有 2.5 万名普通群众报

名参加。全员核酸检测期间，天气严寒，记者实地探访

多个检测点，人们排队检测，全力配合。“大家一条心，

就是为了尽快控制疫情！”桥西区工农路一个大型社区

4 号楼居民曹女士说。

（本报记者徐运平、张志锋、申少铁、王浩、张腾扬、

邵玉姿、马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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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农村老人提供更
好的养老服务，浙江宁波进行
了探索：开办老年食堂，让老
人就近吃上干净卫生、便宜丰
盛的饭菜；将闲置的建筑改造
成养老服务中心，老人可享受
健康食堂、慢病管理、康乐活
动等各类服务；打造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依托数据信息和先
进的技术设备，防止意外发
生，让老人的生活更安全。

本版责编：商 旸 许丹旸 周珊珊

作为国内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之一，

截至 2019 年底，宁波市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 156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 25.6%，其中农

村 人 口 近 60 万 人 。 如 何 提 升 农 村 养 老 服

务，满足农村养老需求？

“我们正积极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从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智慧养老

等多方面齐抓共管。”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

丁导民说。

开设老年食堂
方便居家养老

中午到了饭点，奉化区西坞街道蒋家池

头村的“孝膳堂”老年食堂又热闹起来，50 多

位老人正在这里就餐。记者上前一瞅，菜品

挺丰盛。

2017 年 7 月 ，蒋 家 池 头 村 办 起 老 年 食

堂，为村里 60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午餐和晚

餐。“每人每餐只需 4 元，90 岁以上老人每餐

只需 3 元。”食堂负责人杨亚凤介绍，自己曾

是村妇女主任，如今专职负责食堂工作，“开

办 3 年多来，这里人气越来越旺，就餐人数

增了一倍。”

为啥要办老年食堂？杨亚凤道出原委：

“村里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有 300 人左右，

占村总人口四成。不仅如此，老人子女大多

不在身边。过去，他们一日三餐总是将就，

影响身体健康。”

在村两委的协调帮助下，村里组建起一

支 45 人的志愿者队伍，专门负责老年食堂

日常运营。每人每月轮值 1 天，如今队伍逐

渐壮大，已有 75 人，村宣传栏上总能看到他

们的事迹。

为了保证食堂正常运营，村里想了不少

办法，除了组建志愿者队伍，还专门开辟出

一块约 2 亩的菜园，由志愿者负责打理，一

年四季为食堂提供时令蔬菜。“自家园子种

的菜不仅干净卫生，一年下来还能节省不少

菜钱。”杨亚凤说。提及经费，她告诉记者，

食堂采取的是“政府补一点、村里贴一点、社

会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法，确保可持续

运营。“每年由上级民政部门补贴 7—10 万

元，村委会补贴 10 余万元。”

这两年，“孝膳堂”的运作模式在奉化农

村“遍地开花”，已在 31 个行政村试点运行，

还计划在全区范围内推广。

打造养老中心
提供多元服务

前不久，位于宁海县黄坛镇榧坑村的一

幢 3 层闲置教学楼经过改造，成了黄坛镇区

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时间虽不长，已吸

引来 60 多位老人。

“有床位能入托，这下吃饭、康复都不用

愁了。”83 岁的村民胡福女告诉记者，她患有

高血压，儿女又不在身边，“听说村里建起养

老服务中心，孩子便给我报了名。”

其实，胡福女的问题也是黄坛镇面临的

养老难题。黄坛镇副镇长沈太炉告诉记者，

榧坑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学生都到镇

上去读书，榧坑村的双峰学校被闲置下来。

村里有不少留守老人，镇政府合计，能否把

闲置学校改建成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榧

坑村是黄坛镇双峰片区最大的行政村，若把

养老中心建在这里，可以辐射周边 11 个村

的近 2000 位老人。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

还能缓解养老难题。

由政府投资 490 万元进行改建，去年 11
月，该养老服务中心正式落成。中心聚焦颐

养、活动、旅居三大服务，可为老年人提供健

康食堂、慢病管理、康乐活动、上门探访等各

类服务。

眼下，宁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实现乡

镇（街道）全覆盖，老年助餐配送服务覆盖

2871 个村（社区）。与此同时，乡镇敬老院也

在有序改造升级，计划建成 12 个乡镇的养

老综合体。

依托先进技术
发展智慧养老

去年 12 月 26 日上午 7 时，江北区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接到一则系统预警信息。信

息来自慈城镇勤丰村凌巧生老人的“照护

宝”，提示“长时间未发现老人活动信息，请

立刻联系老人”。

根据平台提供的信息，平台工作人员徐

茹静随即拨通了老人的电话。“好在只是虚

惊一场。”徐茹静说，原来，凌巧生家中的“照

护宝”红外线传感器电源插头脱落，传感器

长时间未监测到活动信息，便自动向平台发

送了预警。

“照护宝”是啥？早在 2017 年，江北区政

府投资 20 余万元，为符合条件的 80 周岁及以

上困难、独居、半失能、空巢老人家庭安装“照

护宝”紧急呼叫设备，可以监测老人活动轨

迹、煤气泄漏、烟雾等情况。设备通过移动网

络，将数据传输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如今，

这项服务已延伸至江北区的所有村镇。

快速灵敏的背后，是信息综合、智能服

务、监管评估等多效合一的智慧养老服务平

台。“平台集纳了街道（镇）分散统计的老年

人信息，以及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信息和 31
项为老服务事项。”江北区民政局养老服务

指导中心负责人汪申彦说。

不只在江北区，目前宁波正加快推进全

市域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并将纳入宁波

“城市大脑”，为开展养老行业监管和养老公

共服务提供技术支撑。“依托先进的物联网、

5G、云计算等技术，5G 养老院也将在未来投

入使用。”丁导民说。

吃饭有食堂、生活有照顾、安全有保障，浙江宁波——

服务越来越好 村里安心养老
本报记者 窦瀚洋

■做好民生保障
改善人民生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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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北风呼啸，棚里嘎嘎直叫。一大

早，王豪裹着棉袄，赶忙到鸭棚调配饲料。

看着几千只黄鸭吃得香甜，脸上不禁露出了

笑容。

家住安徽泗县丁湖镇向阳村，54 岁的

王豪过去是个贫困户。因腿脚不太灵便，家

中积蓄一直没多少。“一没钱，二缺技术，有

心思整点产业，也没门路。”老王回忆过去的

日子，深有感触，“孩子上学还得交学费，真

难呐。”一家三口，全靠王豪在外打点零工，

勉强维持家用。

这时，陈晓辉登了门。

作为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三级调研员，

2017 年，陈晓辉被选派到向阳村担任第一

书记。一进村，没基础、缺产业让陈晓辉犯

了难。几经思考，主意有了：发展集体经济，

带着大家脱贫致富。

挨家挨户走访，耐心细致沟通。发挥贫

困户的积极性，成了陈晓辉的头等大事。得

知王豪想养鸭，也有经验，可苦于缺少资金、

技术时，陈晓辉当机立断，联系上了一家养

殖企业。

“会不会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陈晓辉

行动果决，王豪却打起了退堂鼓。“没事儿！

我帮着申请资金，企业出鸭苗和技术，还负

责销路。只要你能吃苦，管保没问题。”陈

晓辉的鼓励，也令王豪有了底气，“那就试

试看！”

靠着 5 万元扶贫资金，老王养起了 6500
只鸭。养鸭的过程，却非一帆风顺。头一

年，遇上大风，1000 多平方米的鸭棚全部倒

塌。刚攒下一点钱，就得重修大棚，王豪急

得直抹眼泪。陈晓辉听说老王有难，赶紧带

着村民支援。六七个人齐上阵，花了 3 天，

将王豪家的鸭棚重新搭了起来。老王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很是感激。

几栏鸭子养下来，第一年就挣了五六万

块钱。2017 年，王豪成功脱贫。

在扶贫工作队的带动下，像老王这样的

贫困户，如今有的在村里的果蔬大棚干活，

种西瓜、栽葡萄，越干越有劲；有的则学起了

稻虾共养，既种虾稻米，又养小龙虾，很快脱

了贫。

为帮助大家学本领、提高养殖技术，陈

晓辉还邀请了安徽省农科院水产所、园艺所

和安徽农业大学的专家送技下乡，围绕稻虾

综合种养、果蔬、小麦、水稻等病虫害防治开

展现场培训。

产业对了头，小康有奔头。眼下，向阳

村正大力发展村级产业，形成了大田作物与

特色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蹚出了一条“生

产性服务、特色种植、特色养殖”多业并举的

路子。 2018 年，向阳村退出贫困村。 2019
年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更 是 达 到 了 52.2
万元。

村里有致富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眼

瞅着，老王养鸭致了富，越来越多的贫困户

也变成了带头人。下一步，陈晓辉琢磨着继

续激励老百姓，做活、做大产业。如今，向阳

村已陆续建成 1400 多亩红高粱、220 亩红辣

椒和 25 亩绿化苗木基地。在陈晓辉看来，

脱了贫的同时，扶贫工作队也不忘巩固脱贫

攻坚和环境整治成果，“产业兴旺，自然村民

们钱袋子鼓。”

引来致富项目，推进持续增收，安徽泗县向阳村——

产业做大做强 日子更加兴旺
本报记者 游 仪

本报南宁 1 月 10 日电 （记者庞革平）

记者日前从广西社保中心了解到：目前广西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领取养老金人员待遇资格认证等 10 项

高频事项已实现跨省区通办。

2020 年，广西社保中心在全区通办的

基础上，主动加强与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平台的对接，执行全国平台统一的业务

规则和标准。广西社保中心副主任韦红艺

表示，广西社保部门将持续推进跨省区通

办服务改革，计划 2021 年底前实现职业年

金个人权益记录单查询打印、个人社保参

保证明查询打印、单位社保参保证明查询

打印、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 7 项服务

跨省区通办，基本实现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全部纳入跨省区通办。

广西推动社保高频事项跨省区通办

湖北兴山县水月寺镇郑家埫村四组贫困户郑

春祥拧开水龙头，洗菜淘米，“感谢政府为我们接通

了自来水，现在生活真方便。”郑家埫村四组所在地

山高坡陡，水源枯竭，以前郑春祥吃水主要靠挖土

坑蓄雨水，遇到干旱她要用塑料壶到 3 公里外的深

山峡谷背水。

兴山县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难以涵养水

分。兴山县水利局局长谭兴明介绍，缺水是像郑春

祥这样的贫困户无法脱贫的主要原因。

为破解村民饮水难，该县创新采用“引水为主、

提水为辅、打井为补、管护贯穿”的措施，加强对古

洞口水库等县内 10 处大型集中供水水源工程的保

护和修缮，并新建 6 处引水供水工程，铺设管道 5.7
万米，覆盖 3 个乡镇 1388 户 3981 人。针对部分地区

雨水难留的实际，通过采集分散地表水、山涧泉水

引流、屋面集雨、修建水窖等形式有效蓄水。

2019 年，兴山县水利局在郑家埫村投资 28 万

元，新建一个 20 立方米的蓄水池，架设饮水主管道

5400 米，从邻村滩淤河引水到郑家埫村四组，为村

里 45 户村民安装了供水管。郑春祥一家三口人再

也不为干旱缺水发愁，把全部精力投到产业发展

上。她家已出售牲畜 17 头，还打算卖 8 头，毛收入

预计近 10 万元。

兴山已累计投入 1.15 亿元，加强农村饮水工程

建设，解决了 41709 户 128356 人的用水问题。解决

了用水难，村民生产快速发展，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目前全县 13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部出列，累计完

成减贫 54720 人，全县无存量贫困人口。

湖北兴山累计投入1.15亿元解决用水难题——

饮水无忧 脱贫不愁
本报记者 范昊天

寒冬时节，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洗澡塘村 30 多户村民抓住天气晴好有利时机，纷纷下田晾晒收获碱花，抓紧

制作土碱，每年户均增收 1 万多元。近年来，巍山县党建引领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土碱

制作产业，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图为村民在碱田中晾晒收获碱花。 张树禄摄（影像中国）

制土碱
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