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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陀：

营业不停歇 便利你我他

“今年也不回去，就在上海过年。”上海市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市容管理工作人员何

高峰笑着说，老家在河南的他，已是第三年选

择留在上海就地过年。1 月 31 日中午，曹杨

新村街道请他和同事们以及社区志愿者、环

卫工人、独居老人等，在曹杨新村街道的幸福

饭堂，一起吃了一顿特别的团圆饭。

幸福饭堂负责人陈宝华早就为这顿团圆

饭做了准备，奉上这里的拿手菜。陈宝华说，

春节期间，附近很多餐饮店都关门，但幸福饭

堂除了除夕的晚上之外，每天早 6 点到晚 8 点

营业，为大家过节吃饭提供更多选择。

“那真是好得不得了。”街道居民周耀明

和 老 伴 都 是 这 里 的 忠 实 食 客 ，对 此 非 常 高

兴。周耀明说，家里人少，有时做一顿菜得吃

好几天，“浪费，也容易腻。不如到社区食堂，

每天吃新花样，价格还实惠。”

听到夸奖，陈宝华笑得合不拢嘴。“我们还

准备了不少熟食、半成品，居民们买回家，简单

烧烧味道也好。”他介绍，食堂推出的年夜饭套

餐含 6个冷菜、8个热菜，销售颇为火爆。

曹杨新村街道党群办主任盛佳妮说：“街

道老人多，社区食堂的营业，让老人们在节日

期间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据了解，为做好留沪人员、驻守一线工作

人员等的保障工作，曹杨新村街道扎实开展

帮扶慰问，大力丰富节日生活，街道里的社区

学校、图书馆、健身房都开张，还举办非遗体

验、写对联、包汤圆等活动，“让大家热热闹闹

过个年。”

山东曲阜：

假期保服务 送餐进家门

大年初六，年味儿依旧浓郁，山东省曲阜

市石门山镇西焦沟村里的幸福食堂又重新热

闹起来。“老张，过年好，过年好，几天没见都

想你了！”一大早，徐光会老人把儿子送到村

口，就来到幸福食堂，和老朋友们一边吃饭一

边唠起家常。这天，村里老人的子女们开始

陆续外出务工，西焦沟村的幸福食堂也正式

恢复运营。

“春节期间，我们虽然放一星期假，但是

服务不停，保证每位老人每天吃上热乎饭。”

村党支部书记张树亮说。

详细记录老人们儿女的往返时间，制定

假期每顿饭的菜单，记录孤寡老人想吃什么，

确定春节期间送餐志愿者分工……经过一番

细致调研，张树亮和幸福食堂的志愿者们早

早商量出了一套假期服务方案：食堂的放假

时间与多数回乡过年子女的假期保持一致，

为除夕到大年初六；明确两名志愿者在假期

每天为 6 名独自过年的老人送餐到家；年夜饭

备上水饺、炒鸡、炖鱼、青菜……

“洪建，你安心忙你的，过年这几天村里

的幸福食堂天天给我往家里送饭。”村民倪立

云和远在新疆的儿子进行微信视频时，给村

里的幸福食堂点赞。

2018 年，曲阜入选全国首批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区），通过政府扶

持、社会力量捐助等方式筹集资金，西焦沟村

两委利用闲置空地建起幸福食堂，符合条件

的老人每天 5 元钱即可在食堂解决一日三

餐。曲阜按照“政府主导、村级管理、村民自

愿、非营利性”的原则推广建设幸福食堂，目

前已在 60 个村居建成运营，惠及 1500 多名老

人。在石门山镇，像这样的幸福食堂共有 29
处，实现了村村全覆盖。

福建福州：

精心备菜品 暖胃更暖心

灯笼挂在顶上，“福”字贴在门上，伴着欢

快 的 音 乐 节 奏 ，孙 玲 正 领 着 老 人 们 活 动 身

体。初一唱歌，初二健身操……春节期间，福

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照料中心食堂的活动室，每到午饭前，很是

热闹。照料中心综合办主任孙玲说：“这是每

天的固定环节。就是要让老人们既吃好饭，

又过个暖心年。”

春节期间，家住附近的林奶奶每天中午

都过来。吃完一碗面，林奶奶放下筷子，摸着

肚子说：“吃得又饱又好。”

地处福州繁华的闹市区，安泰街道社区

食堂因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而建。食

堂不仅为照料中心的老人提供营养餐，还面

向社区周边的老人开放。

节前一周，孙玲便挨个询问老人们春节

期间去留，一统计，26 位老人有 23 人不回家

过年。为保障老人们过好春节，工作人员协

调排班：留下 1 名大厨和 7 名照料中心工作人

员，洗菜、切菜，大家一起来。

菜谱也精心定制。“清蒸鱼，白灼虾，海蛎

煎蛋，鱼羹汤……老人们爱吃的，样样不能

少；太平燕、八宝饭等福州特色年味，也道道

都要在。年夜饭准备了十全十美十道菜！”厨

师林良城早早联系好了菜品供应商，按照人

数估算菜量、预订食材，“既不能浪费，也要尽

可能丰富。”

“让老人们暖胃更暖心，就是我们的工

作。”孙玲说。

截 至 2021 年 ，福 建 省 已 建 成 长 者 食 堂

（助 餐 点）588 个 。 长 者 食 堂 不 仅 帮 助 解 决

了老人的一日三餐，还通过各式各样的特色

暖 心 服 务 ，有 效 缓 解 了 空 巢 老 人 的 生 活 难

题。据了解，2022 年起，福建计划再用 3 年

时间，在全省 1101 个乡镇街道，每年建设不

少于 300 个长者食堂（助餐点），实现乡镇街

道全覆盖，更好满足老年人就近就餐和休闲

需求。

春节期间，不少地方的社区食堂强化保障、周到服务，带来
更多温暖与便利—

幸福食堂 笑语满堂
本报记者 巨云鹏 肖家鑫 王崟欣

新华社北京 2月 8日电 近日，为进一步加强事业单位监

管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等规定，中央编办、中央网信办、公安部、民政

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业务局共同签署文件，正式建立涉事业

单位违法违规有关问题处理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

执法互助、结果反馈等联动工作机制。

五部门重点对事业单位不按照规定申请登记、不按照登

记事项开展活动、与非法组织勾连开展活动或为其活动提供

便利等问题线索进行移送，对未经机构编制部门审批登记、擅

自以事业单位名义开展活动，事业单位被撤销登记、法人证书

已废止后仍以事业单位名义开展活动，事业单位擅自设立网

站、进行虚假宣传等情形，共同调查取证、核实查处。中央编

办、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业务局加强沟通协商，完善法

人单位基础信息库建设，加强数据比对，规范事中事后监管。

中央编办等部门

建立事业单位监管联动工作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

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

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用

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

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际问题，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

接着一年干，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春节期间，不少地方的社区食堂做好相关保障工

作，为社区（村）的老人以及周边居民、就地过年人员等

提供实惠周到的服务，送上融融暖意。

——编 者

鼓点紧凑，铙钹铿锵，音乐起，一条“龙”

舞得活灵活现。

正在表演的，是来自江西省上高县一个

偏远山村的少年舞龙队，队员平均年龄不过

10 岁，获奖经历却不少。这一切，要归功于

这支队伍的教练：宜春市上高县镇渡中心学

校体育老师简玲伟。

说起他，大家都可劲儿夸：“带着学生舞

龙舞出名堂，这个简老师真不简单！”2015 年，

简玲伟成为镇渡中心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

入校不久，校长找到了简玲伟：“学校想培育

‘一校一品’特色项目，作为小学部唯一的体

育老师，要不你教孩子们篮球操？”简玲伟大

学主修篮球和羽毛球，想了想后说：“篮球毕

竟是竞技体育，学生们没功底，可能不太行。”

“那什么合适？”

“传统体育要进校园，不然舞龙试试？”

简玲伟提议舞龙，倒不是突发奇想。 4
年前的中秋，还在上大三的他代表宜春学院

参加了宜春市最负盛名的“火龙追月”舞龙表

演，“场面壮观，技艺高超，令人震撼”。而且，

舞龙舞狮在镇渡也有文化基础，当地有这个

传统。

“明年 6 月能展示展示吗？”校长瞅瞅简

玲伟。“给我俩月学，3 个月时间教，保证完成

任务。”简玲伟立下“军令状”。

简玲伟玩篮球很在行，但除了那次“火龙

追月”，从没专门学过舞龙。为此，他跟着培

训班从头学习舞龙。专业培训内容多、难度

大，下了课，简玲伟晚上用电脑参照视频继续

学动作。

表演队刚成立，20 名四年级小朋友，“九

把一珠成一队”，组成了两条“龙”。简玲伟给

孩子们砍来几根竹竿做样子，孩子们忍不住

笑：“这哪是‘龙’呀？”可一条“龙”要上千元，

“就把它当作龙来舞！”对着这几根竹竿，简玲

伟认认真真教学的劲头，带动了学生。

除了体育课，简玲伟每天傍晚都会带着

孩子们练上 50 分钟。“一个动作重复几十遍，

起泡磨茧子很正常。小孩子体力弱，有些动

作做不了，我就带着他们进行力量练习。”训

练时要配乐，没有喇叭，为了喊口号，简玲伟

把嗓子都喊哑了。

2017 年元旦，上高县一年一度的舞龙比

赛热闹开场，别的乡镇都是大人们上，就镇渡

乡派出了一支“娃娃队”，这支由简玲伟带出

的队伍，花样多、动作齐，舞起龙来有模有样，

可给乡亲们看精神了！镇渡有个少年舞龙队

的消息传遍了上高，“顶顶有趣！”

自 那 以 后 ，简 玲 伟 的 舞 龙 队 受 邀 到 各

处 参 加 比 赛 和 表 演 。 在 各 方 努 力 下 ，队 伍

有 了 自 己 的“龙 ”，简 玲 伟 甚 至 自 创 了 一 些

表 演 的 新 招 式 。 2018 年 ，这 支 来 自 山 村 的

舞 龙 队 登 上 了 省 里 专 业 比 赛 的 大 舞 台 ，一

举拿了金奖。

受疫情影响，有段时间简玲伟没法带孩

子们训练，便琢磨起彩带龙。彩带龙也叫甩

龙，龙头娇小，一根绳子拴在龙的鼻子上，牵

绳 舞 动 ，单 个 人 就 能 舞 起 来 。 舞 者 手 腕 轻

摆，让彩绸随着龙头肆意飞扬，既可锻炼身

体，还能放松肩颈。在家就能玩，融舞蹈、健

身 、娱 乐 于 一 体 。 如 今 ，全 校 的 学 生 都 会

耍了。

在镇渡中心学校，简玲伟陆续带出 400
人、25 支舞龙队。如今，舞龙的校本课程也

已出炉。去年，该校以“舞龙舞狮”传承项目

入选了教育部第三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学校名单。

山里有支少年舞龙队
本报记者 王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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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大庄许家村暖心食堂，老人们在用餐。

李信君摄（影像中国）

图②：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团结食堂，工作人员展示

特色面食。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摄

图③：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的幸福饭堂饭菜供应丰富。

本报记者 巨云鹏摄

图④：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湾街道大港社区食堂，老人们正在

享用年夜饭。 王健民摄（影像中国）本期统筹：胡安琪 版式设计：汪哲平

功 以 才 成 ，业

由 才 广 。 实 践 证

明，推进事业、谋划

发展，归根结底要

依靠雄厚的人才实

力。新春已至，许

多行业在聚才引才兴才上出真招实

招，为虎年的奋斗铆劲蓄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事业激励

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事业因人才

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无论是回溯

历史还是观照现实，干事创业离不开

人才，成就伟业更仰赖于大批人才涌

现。与此同时，人才成长也离不开事

业所提供的舞台。事业与人才，总是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事业是磁场，吸引汇聚人才。志

存高远的优秀人才，往往拥有澎湃的

家国情怀、远大的理想抱负，自觉将报

效祖国与实现人生价值紧密联结在一

起。伟大的事业具有强大吸引力、感

召力，让天下英才同向汇聚。建设新

中国的伟大愿景，吸引着朱光亚、钱学

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投身祖国

建设。振兴中华的伟大梦想，召唤黄

大年等优秀科学家坚定理想追求、矢

志科技报国。大有可为的新时代，为

发挥才智、绽放光彩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推动各类人才奔赴干事创业

的星辰大海，成就了“巨海纳百川，麟

阁多才贤”的气象。

事业如沃土，孕育培养人才。人

才如粒粒种子，事业似广袤沃野；种子

离 不 开 土 壤 ，向 上 生 长 需 要 悉 心 栽

培。厚植事业发展的土壤，遍洒阳光

雨露，才能更好助力人才成长。“两弹一星”事业，培养出中

国“氢弹之父”于敏等众多科技领军人才；“北斗”全球组网，

孕育出大批 80 后、90 后青年人才；载人航天工程，造就了大

量专门人才。纵横的现代交通网络，震撼的大型基建工程

……成就的背后，是一批批优秀人才的接力奋斗、茁壮成

长。如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正值人才辈出、尽显

其能的伟大时代。

事业似熔炉，考验锻造人才。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

干事创业往往意味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也是淬炼能力、增

长才干的过程。打赢脱贫攻坚战，有多少崇山峻岭需要跋涉，

有多少风险挑战需要攻克，有多少矛盾难题需要破解。艰苦

创业的环境，磨砺出无数能干事、干成事的优秀人才。李保国

不求名利、不畏辛劳，把科技成果和论文写在太行山上；毛相

林敢向绝壁要“天路”，成为带领群众脱贫的时代楷模；黄文秀

回乡奉献，用生命诠释初心和使命，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不凡的征程、艰

苦的创业，历练着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时代英才。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深刻理解人才发展与事

业发展的辩证关系，准确把握人才与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

的环境，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我们必能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

力，为团结奋斗、同心筑梦汇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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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8日电 （记者邱超奕）据气象部门预报，2
月 8 日至 10 日，南方地区维持阴雨（雪）天气，11 日至 14 日，新

疆北部、西北、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大部、东北大部等地有小到

中雪，局地大雪。

2 月 7 日，应急管理部组织召开视频会商调度会，安排部

署近期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工作。会议指出，近期我国中东部

地区已发生 3 次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给交通运输、城市运行

和群众生活带来较大影响。要高度重视当前雨雪冰冻灾害防

范应对工作，密切监视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发展，了解交通运

输、骨干电网、通信线路等保畅保通情况。要加大协调指导力

度，督促有关地区加强研判，落实防范应对责任，细化完善预

案，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工作，视灾情变化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适时派工作组赴现场督促指导。要抓好救援救助，进一步梳

理细化灾害抢险救援方案预案，提前在关键部位预置力量，合

理调配抢险救援物资，及时会同相关部门调拨救灾物资与资

金，指导受灾地区开展救助帮扶工作。

据悉，应急管理部近期已多次下发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

范应对工作通知和提示函。

应急管理部

会商部署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