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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火起灶
为留守老人解难题，水北

镇 3 年建起 27 家老年食堂

倏起的火焰毕毕剥剥，渐热的油锅

滋滋作响。92 岁的桂新人眼不花、耳不

聋，白发整整齐齐地绾在脑后，手持铁

铲上下翻炒，粉皮白仁的花生米没多久

便酥脆泛红，香味扑鼻。

“我们这群老人越活越有滋味！”桂

老太爽朗地笑着，抓起一撮盐巴，均匀

撒在花生米上。

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小院，是新余市

渝水区水北镇伍塘村熊坑村民组颐养

之家，20 多位留守老人彼此照应，在这

里已经生活了 7 年多。

伍塘村在新余市率先建设颐养之

家。桂老太打趣：“我们这个家啊，是大

水冲来的。”

时针拨回到 2010 年 5 月，新余遭遇

强降雨，洪水涌入村庄，水北镇 80 余间

房屋坍塌、400 余间受损。

一 场 水 灾 ，牵 动 了 水 北 镇 不 少 外

出 务 工 游 子 的 心 。 全 镇 5.3 万 人 中 有

1.6 万 多 人 外 出 务 工 ，他 们 的 背 后 是

一 位 位 留 守 老 人 ，桂 老 太 就 是 其 中

一员。

桂老太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干建

筑工程，带着百十号人的施工队走南闯

北；小儿子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如今是

一家公司的技术骨干；两个女儿都嫁到

了城里，平时忙生意，逢年过节拎着大

包小包回家看望老人。

儿女争气，家庭和睦，桂老太让村

里 人 羡 慕 。 但 洪 水 来 袭 时 ，她 独 守 老

宅，家里进水 1 米多深。小儿子熊水发

急 匆 匆 往 村 里 赶 ，不 料 公 路 被 洪 水 冲

毁。“母亲困在老屋里，我们在电话里急

哭了。”熊水发满心愧怍，多亏武警官兵

上门营救，母亲才脱了险。

水灾过后，桂老太的儿女们接母亲

进城，轮流照顾。老人却住得不自在：

儿女们一早就上班去了，自己想下楼到

小区里转转又怕迷路，只好在沙发上干

坐着，半年病了两回。

本 来 说 好 在 子 女 家 轮 流 住 ，可 一

轮 还 没 转 完 ，桂 老 太 就 执 意 要 回 乡

下 ，“儿 女 们 起 早 贪 黑 工 作 ，下 了 班 还

得 拉 扯 孩 子 ，哪 能 围 着 我 老 太 婆 转？”

子 女 们 急 了 ，觉 得 没 把 母 亲 照 顾 好 ，

商 量 着 在 城 里 找 家 条 件 好 的 养 老

院 。 老 人 却 不 愿 意 ：“ 城 里 的 养 老 院

虽 好 ，但 花 钱 不 少 ，再 说 老 了 以 后 总

得落叶归根。”

桂 老 太 一 家 的 烦 恼 ，是 不 少 农 村

留 守 老 人 共 同 面 临 的 养 老 难 题 。 在

新 余 农 村 ，不 少 人 家 子 女 在 外 打 拼 ，

传 统 家 庭 养 老 功 能 弱 化 ；公 办 敬 老 院

规 模 有 限 ，民 办 养 老 机 构 费 用 较 高 ，

一 些 老 人 经 济 上 承 担 不 起 、观 念 上 接

受不了。

正当桂老太一家发愁时，渝水区着

手探索“党建+商会”工作：成立民营企

业家商会并在商会建立党组织，把本土

民营企业家组织起来，参与农村社会治

理。2012 年 9 月，水北商会率先成立，在

促进会员企业发展的同时，引导民营企

业家投身公益、报效桑梓。

“助力灾后重建，不是简单地捐钱

盖房，得为留守老人解决实际困难。”从

泥瓦工成长起来的水北商会党委书记、

会长邹细保说，商会党委成立不久便组

建了党员志愿服务队，牵头在伍塘村等

地试办老年食堂，为 60 岁以上老人免费

供餐。

听说村里筹办老年食堂，桂老太归

心 似 箭 。 拗 不 过 母 亲 ，儿 女 们 只 得 同

意：“回去试试，不行再接您回来。”

2013 年 9 月 5 日，伍塘村老年食堂

开 火 起 灶 。“人 熟 是 一 宝 ，大 家 围 坐 一

桌，热闹着嘞！”桂老太一回来就不愿再

离开了。食堂设在灾后重建的村民活

动中心，离她家很近，“抬脚就能来”。

商会聘请专职厨师，餐餐变着花样，老

人们吃得舒坦。

不 久 后 ，水 北 商 会 党 委 又 发 动 40
余名民营企业家，捐资 850 余万元设立

水 北 农 村 居 家 养 老 基 金 ，在 全 镇 推 广

老 年 食 堂 。 短 短 3 年 ，水 北 镇 建 起 27
家老年食堂。2016 年 7 月 1 日，水北商

会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称号。

众人拾柴
党建引领，政府与社会同

创共建有序推进

一分钱不花，免费吃饭，老人们起

初心里犯嘀咕：这白吃白喝的事情，长

久得了吗？

在 水 北 镇 楼 山 村 ，老 年 食 堂 就 熄

过火。

步入楼山村，一条青石小巷穿村而

过，新旧两座院落比肩而立。老祠堂灌

风漏雨，是老年食堂旧址；新砖房窗明

几净，是如今的颐养之家。两扇虚掩的

大 门 背 后 ，藏 着 这 个“家 ”探 索 前 行 的

往事。

2013 年试办老年食堂，伍塘村的炉

火已烧旺，楼山村连支锅起灶的地方还

没 有 。 楼 山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简 香 珠 说 ：

“我们挑来选去找不到像样的房子，后

来勉强把食堂办进了老祠堂。”

起 锅 架 灶 的 地 方 有 了 ，谁 来 给 老

人 做 饭 ？ 村 里 决 定 花 钱 买 服 务 ，可 每

月 600 元 的 劳 务 报 酬 缺 乏 吸 引 力 ，简

香 珠 只 得 请 时 年 66 岁 的 母 亲 符 菊 秀

救场。

“钱紧，只能省着用。”彼时还是村

会计的简香珠掰着手指算账：商会资助

了 5 万 元 启 动 资 金 ，后 续 开 支 要 靠 募

捐。伍塘村走出的企业家多，食堂开办

之初有 11 位企业家出资 260 万元成立

养 老 基 金 ，楼 山 村 捐 资 的 企 业 家 仅 一

位。2016 年底，楼山村老年食堂经营难

以为继，只得熄火停炊。

“楼山村的情况不是孤例。”邹细保

说，早些年开办的 27 家老年食堂，三成

左右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运营困难，整体

上存在资金投入不均衡、建设标准不统

一、运营模式难持续等问题。

2016 年底，在总结渝水区等地探索

经验的基础上，新余市出台在全市农村

推行“党建 +颐养之家”工作的指导意

见，在对 2013 年创办的老年食堂改造提

升基础上，着力探索可复制、可持续的

农村居家养老模式。

——下好党建先手棋，将颐养之家

与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形成

市县指导、乡镇领导、村级主导、部门支

持、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颐养之家坚持普惠性养老定

位，建设经费以财政投入为主，为每个

行政村一次性投入 10 万元。市、县财政

还划拨专项资金，按每位老人每月 100
元的标准给予运营补贴。

——统一场所标准、设施标准、用

餐标准、管理标准、收费标准，实行标准

化运营。千方百计降低运行成本，让基

层承受得起、老人负担得起。

2017 年 7 月，楼山村颐养之家开餐

了。“早餐牛奶鸡蛋，午餐荤素搭配，口

味 清 淡 ，营 养 均 衡 ，确 保 老 人 吃 饱 吃

好。”简香珠说，人均伙食费统一为每人

每月不低于 350 元，其中 200 元由老人

自缴。

之前尝试了免费食堂，老人们能接

受缴费的颐养之家吗？简香珠起初也

担心。村两委决定先设立缓冲期，第一

个月算试吃。不承想，正式收费后，老

人们纷纷报名缴费。“200 元不算多，能

负担得起。”85 岁的村民简时来说，“颐

养 之 家 饭 菜 花 样 多 ，比 免 费 食 堂 吃 得

好，大伙出点钱也乐意。”

缴 费 的 意 义 ，并 非 简 单 凑 份 子 ，

老 人 的 心 态 也 在 悄 然 改 变 。“ 过 去 食

堂 免 费 ，哪 好 意 思 过 问 钱 是 咋 花 的 ？

如 今 ，人 人 都 出 钱 ，个 个 有 责 任 ，大 家

真 心 把 自 己 当 成 颐 养 之 家 的 主 人 。”

简 时 来 扬 手 指 了 指 公 示 栏 ，“ 喏 ！ 照

片 里 的 人 是 我 ，职 务 是 理 事 。”原 来 ，

楼 山 村 组 织 老 人 们 依 规 成 立 了 颐 养

之 家 理 事 会 。 根 据 章 程 ，有 人 管 采

买 、有 人 来 记 账 、有 人 当 出 纳 ，还 严 格

落实菜品 24 小时留样等要求，管理日

臻规范。

“一餐下来，鸡鸭鱼肉各用了多少、

花了多少钱，明明白白记上墙。”简香珠

说，理事会成立后，老人们自我管理，大

事小事打理得井井有条。

硬 件 也 得 到 提 升 。 2019 年 11 月 ，

一座 80 多平方米的砖房拔地而起，楼

山村颐养之家有了专用场地。商会还

帮 着 置 办 冰 箱 、消 毒 柜 、电 视 、空 调

等 。“ 越 来 越 有 家 的 样 子 。”简 香 珠

感慨。

“养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

政 府 和 社 会 形 成 合 力 ，众 人 拾 柴 火 焰

高。”新余市市长犹 介绍，新余目前已

筹集颐养之家建设和运行资金 2 亿余

元，其中社会捐助 4100 余万元、财政投

入 6900 余万元、老人自缴 6200 余万元、

村级筹资 2900 余万元。

提质增效
不只老有所养，而且老有

所医、老有所乐

2018 年 4 月的一天，桂老太与伙伴

们聚在颐养之家，见屋外阳光明媚，便

想出去活动筋骨，哪知刚迈出门就头晕

目眩，一个趔趄摔倒在地。

“桂老太晕倒了！快叫邹医生！”老

伙伴们扯着嗓子喊。几分钟后，挎着急

救包的伍塘村晓康诊所医生邹文兵匆

匆赶到，旋即为桂老太检查伤情，并将

现场测量的血压等指标上传至新余市

急救中心。不一会儿，救护车赶来，老

人被紧急送至市人民医院，确诊为急性

脑梗塞。

半个多月后，桂老太出了院，在邹

文兵指导下在家里进行肢体平衡等康

复训练。3 个月后复查，老人恢复良好，

基本上没留下后遗症，“多亏了邹医生

抢救及时，帮我捡了条命。”

2017 年 3 月起，新余市在颐养之家

建设基础上，同步实施晓康诊所推广工

程 ，通 过 改 造 村 卫 生 室 ，打 造 一 支 住

“家”医疗队，为农村老人提供全天候的

健康保障。

“村里过去也有卫生室，但诊疗条

件简陋。”在基层从医 23 年的邹文兵说，

晓康诊所按诊察室、治疗室、药房等“八

室一间”标准建设，成了乡亲们家门口

的“微医院”。

“小诊所诊疗条件上去了，我们乡

村医生的诊治水平也提升了。”邹文兵

说，晓康诊所由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

聘用乡村医生具体经办。

目 前 ，新 余 市 累 计 筹 资 4000 余 万

元，建成晓康诊所 381 所。其中，68 所与

颐养之家一体化配套建设，94 所与颐养

之家相距百米之内，219 所建在同一自

然村。

在颐养之家稳步推进医养结合之

时，新余市启动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试点工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的活动不时走进颐养之家。

入夜，水北镇金星村颐养之家灯火

通明。鼓点响，琴声扬，采茶戏演员甫

一亮相，赢得阵阵喝彩。舞台上，一位

老汉左手按弦、右手运弓，悠长的二胡

旋律从指尖流淌，骤扬骤止的琴声动人

心弦。

这是水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

志 愿 者 在 为 老 人 们 送 戏 上 门 ，二 胡 手

正 是 金 星 村 颐 养 之 家 的 孤 寡 老 人 符

华兆。

谁能想到，这个台上神采奕奕的老

人 曾 在 外 拾 荒 两 年 多 ，平 日 里 沉 默 寡

言。为把符华兆劝回来，金星村党支部

书记符建平没少费心，可符华兆一听要

送他去镇上的敬老院，立马拉下脸。

2016 年 底 ，新 余 市“党 建 +颐 养 之

家”实施后的首个吃住一体式项目在金

星村落成，为孤寡老人提供公寓式养老

服务。这一次，符华兆终于答应入住。

一次，水北镇剧团到颐养之家慰问

演出，平时不爱往人堆里扎的符华兆，

竟不由自主地拿起伴奏演员的二胡。

“您老会拉？”符建平问。

“年轻时在公社宣传队学过，后来

撂下了。”

“拉一段给大伙听听呗，往后没准

得请您老伴奏。”

半推半就的符华兆试着拉了一曲，

真有那么点意思。难得见符华兆露笑

脸，符建平喜出望外，专门从水北镇剧

团借来二胡。打那之后，颐养之家常能

听到悠扬的琴声，大伙的掌声让符华兆

开朗起来，见人主动打招呼，精神头好

了不少。

金星村建起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

了专门的文化活动室，符华兆二胡拉得

更勤了。符建平顺势动员他当文化活

动室的管理员，符华兆也没推脱。

收发报纸、归置图书，大清早掐着点

儿起床放广播，晚饭后招呼大伙看《新闻

联播》……如今，符华兆每天过得充实。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活动多，志愿者

上门送文化，从慰问演出到健康讲座，

周周有安排，丰富了留守老人们的精神

生活，颐养之家的文化养老有滋有味。

温暖人心
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让老人舒心、子女安心

头一回到颐养之家用餐，何菊仔老

人吃了满满两大碗。

“饭菜烧得喷香的！”何老太心满意

足地擦擦嘴。第二天开餐时，她却迟迟

没来。

“不会出啥事吧？”潭江村第一书记

敖新强赶紧上门。孰料，何老太正坐在

小板凳上，端着一碗面条，颤巍巍地夹

着腌菜。敖新强很疑惑：“颐养之家哪

没做好？您老咋不来吃饭了？”

“食堂哪都好，可我一把老骨头了，

没福分来享哟。”老人撸起裤管，指了指

红肿的膝盖。原来，何老太患有严重的

关节炎，从家到颐养之家 500 多米的路，

紧一脚慢一脚地走，也得半个钟头。

“放心！这福分您保准能享上。”第

二天一早，颐养之家的配送员胡祖老上

门送餐，何菊仔打开饭盒，热腾腾的香

气扑鼻而来，晶莹剔透的米粉浸在浓汤

里，托着金灿灿的煎鸡蛋，筷子一拨，溏

心汩汩。

如今，何老太再没为吃饭的事发过

愁。在新余，像她这样行动不便、改由

颐养之家送餐上门的老人共有 1777 人，

全市 136 个配送点托起“没有围墙的养

老院”。

这 样 的 暖 心 之 举 还 有 不 少 。 按

政策要求，配送员岗位的选聘，优先招

录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为 何 老 太 送 餐 的

胡祖老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妻子患有

小儿麻痹症，儿子先天残疾，一家人日

子 过 得 紧 紧 巴 巴 。 2017 年 5 月 ，潭 江

村颐养之家落成，胡祖老负责送餐，妻

子在食堂帮厨，不仅发工资，还管一日

三餐。

前些日子，何老太的儿子陈冬琴回

家探亲，恰好胡祖老来送餐，小陈握着

老胡的手连连道谢。老胡感慨道：“我

过去多靠扶贫干部帮衬，如今能为大家

做点事，心里高兴得很！”

“ 家 庭 是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的 重 要 依

托 。”新 余 市 委 书 记 蒋 斌 说 ，新 余 全 面

推 行“ 党 建 + 颐 养 之 家 ”，破 解 群 众 关

切 的 养 老 难 题 ，提 升 了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创 造 力 、凝 聚 力 、战 斗 力 ，实 现 了 党 的

建 设 、社 会 治 理 和 民 生 工 作 的 同 频

共振。

近年来新余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水

库退养，就得到颐养之家老人及其亲友

支持。水北镇琴山村村民邓火女就是

一例，他主动拆除了自家网箱。

邓火女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妻子瘫痪在床，平时他一边照护病

人，一边在水库搞网箱养鱼赚钱。2019
年 初 ，邓 火 女 的 父 母 从 邻 居 处 听 闻 市

里 开 展 水 库 退 养 ，生 怕 儿 子 想 不 通 。

80 多岁的老两口拄拐上门做工作：“我

俩 一 天 三 顿 全 靠 颐 养 之 家 ，到 点 了 饭

送 到 嘴 边 ，有 个 头 疼 脑 热 还 给 发 药 打

针，这才没给你添累赘……”不等老两

口说完，邓火女表态：“我拆除网箱，您

二老放心。”

后来，村里帮邓火女联系承包山地

种柑橘，今年即将挂果。目前，水北商

会已与他达成初步意向，拟采购柑橘供

应给颐养之家。邓火女干劲更足了，一

得空就往果园跑，除草松土，修枝剪叶，

打理得格外细致。

在新余，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近

年来，新余市开展了一系列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山塘水库退出承包养殖，

畜禽养殖场关停改造，废旧房、违建房

拆除等，得到大量颐养之家老人家庭理

解和支持。

建成颐养之家736个，覆盖所有行政村，惠及上万老年人

农村养老的新余探索
本报记者 郑少忠 朱 磊 戴林峰

不见炊烟起，但闻饭菜香。江西新
余市渝水区水北镇潭江村这间老屋，是
何菊仔老人操持了大半辈子的厨房。灶
炉久未生火，老人却手捧一大碗高汤米
粉，哧溜哧溜吃得舒爽。

“村里的颐养之家管一日三餐，配送
员准点上门，每月只交 200元伙食费。”老
人笑道。

吃饭曾是让何菊仔老人犯愁的事。

儿子在外务工，老伴已经过世，她独自生
活，膝关节病变使得她步履愈发蹒跚，出
门不便，常常“煮一锅饭吃一天，炒两个
菜管三餐”。

何菊仔老人曾经面临的生活问题，
不少农村留守老人也同样遇到。

农村老龄化严重，如何让 1亿多农村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
有所安，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个课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的意见》均明确提出：“构建多层次农
村养老保障体系，创新多元化照料服务
模式。”

近年来，新余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在农村全面推行“党建+颐
养之家”，为农村留守老人、独居老人及

生活困难老人等提供日间生活照料、精
神慰藉等服务，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目前，全市已建成农村颐养之
家 736 个，为 1 万余名老年人提供服务，
覆盖所有行政村和有需求人群。

不久前，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发布第二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
例，新余“党建+颐养之家”探索经验名列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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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江西新余市渝水区平川村

晓康诊所医生为颐养之家老人做健康

体检。

陈 东摄

图②：新余市渝水区花田村颐养

之家老人在吃午饭。

赵春亮摄

图③：新余市分宜县上松村颐养

之 家 老 人 与 志 愿 者 一 起 包 粽 子 。

胡谷城摄

图④：新余市高新区南岭村颐养

之家老人在健身。

凌厚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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