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一 眼 钟 表 ，上 午 11 点 。 宋 立 信 握 住

白色遥控器，一按，不出 3 分钟，手机铃声便

响了。

“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电话那头问道。

“您好，麻烦帮我订份套餐。”宋立信想了

想，“对了，护理员有时间过来一趟不？”

74 岁的宋立信家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金乔社区，妻子张玉珍因病瘫痪在床，于是，

照料的担子就落到了他和孩子身上。“我身体

不好，原来生活上有很多不方便。”宋立信晃

了晃手中的遥控器，“现在有了它，饮食起居

都不用愁了。”

一个电话
营养饭菜配送上门

挂断电话，半小时后，送餐员提着饭菜来

了：“您的午餐，请拿好。”

冒着热气的饭菜端上桌，仔细一瞧，两菜

一汤，荤素搭配。宋立信拿起勺，舀起蛋汤，

轻吹几下，小心送入老伴嘴里：“先吃了饭，一

会儿还得测血压。”

阳光洒在地板上，小屋暖洋洋的。吃完

饭，张玉珍便睡下了。宋立信给老伴盖上毯

子，回到客厅，同记者聊起来：“几年前，老伴

突发脑梗，右侧身体不能动弹，需要人照顾。

偏偏这时，我身体也出了问题。女儿心疼我

们，中午一下班，就跑回来做饭。”

看着女儿来回奔波，老宋也心疼。“每次

做完饭，她都是匆匆扒拉两口，就赶着去上

班，根本没时间休息。”

一天，宋立信打开社区微信群，发现网格

员发了条消息：“以后，一个电话，营养餐就能

送上门了！”

这几年，山东各地聚焦老年人就餐这一

难题，加大长者食堂建设力度。张店区在“日

间照料中心+长者食堂”模式上，创新推出“中

央 厨 房 + 统 一 配 送 + 多 点 服 务 ”模 式 ，投 资

4000 余万元建设占地面积 9000 平方米的标

准化“中央厨房”，实行“统一采购、统一制作、

统一配餐、统一管理”，由“中央厨房”对周边

社区长者食堂集中统一配送。

“我们搭建起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将

现有的养老机构、长者食堂、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等 227 家为老服务机构接入平台，实现了为

老服务一键呼叫。”张店区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俊介绍。

很快，平台工作人员上门，给宋立信送来

一个白色遥控器。“大爷，只要按红色按钮，平

台就会给您回电话，想吃啥您就点，我们把营

养餐送上门。”

“平台收到老人的用餐需求，系统会自动

推送至附近社区的长者食堂，做好餐食后，食

堂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张店区养老指导中心

负责人亮出手机演示，“你看，每周的食谱，都

会在‘智慧助餐’小程序上提前公布。”

上门送餐，价格如何？政府会根据不同

年龄阶段为老人提供 2—3 元的养老助餐优惠

补贴。补贴后，午餐花费 7—8 元。“现在，吃饭

不用愁了，闺女也不用来回奔波，太方便了！”

宋立信眉头舒展。

截至目前，山东省共建有长者食堂 7920
处，已覆盖半数以上城乡社区，日服务老年人

27 万人次。

拓展功能
加入居家护理服务

“咚咚咚”，说话间，有人叩响了门。打开

一瞧，是护理员陈静。

“大姨，先给您测测血压。”说罢，陈静放

下包，掏出测压仪，将袖带缠绕于张玉珍的手

臂上。瞧着数字一点点往上升，陈静皱起眉，

“呀，血压咋又升上来啦？降压药吃了吗？”

测完血压，陈静又翻出护理盒，小心翼翼

地为张玉珍剪起指甲。“小陈人热情，又细心，

她一来，解决了我们家的大难题。”宋立信在

旁说道。

“老伴瘫痪后，日日躺在床上，不及时翻

身，容易生褥疮。”宋立信说，“原先，我和闺女

轮流照顾，按摩、洗澡、如厕、穿衣，样样都是

难事。老伴血压等指标不稳定，还得定期上

医院检查，每次都得找人帮着抬。”

近年来，山东推动各地建立政府为高龄、

失能等老年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制度。就在

去年，张店区出台了一项政策——对 60 周岁

以上的半失能、失能老年人，每月提供 200 元、

300 元标准的居家护理服务，包括助医、助洁、

助浴、助急等“六助”服务内容，并通过政府采

购的方式为失能老人家中安装了扶手、床垫

等适老化设施。

张店区安排专业人员上门评估，按照一

人 一 档 进 行 归 档 整 理 。“ 必 须 有 实 地 摸 排 、

专业评估，把情况摸透，确保应享尽享。”王

俊说。

怎样预约服务？张店区完善拓展了区智

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功能，就像订餐一样，失

能老人家庭只需按下遥控器，通过简单的电

话预约，就会有护理员、社区医生上门，提供

贴心的上门护理、问诊服务。

“我们着眼于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以完善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为重点，不断加大政策

扶持引导力度，优化养老服务资源布局，丰富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依托养老服务中心（站）

将专业养老服务引入社区，延伸开展居家上

门服务，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张店区委

书记郭庆介绍。

经过评估，张玉珍属于重度失能老人。

护理员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帮了大忙。“我们

跟着小陈学了不少技巧，就拿翻身来说，扶着

肩膀，腿稍弯曲，借着巧劲，一下子就能帮老

伴翻过身来。”宋立信说，“现在，老伴身体也

好些了，小陈定期来测血压，如果指标太高，

便帮着预约医生上门，我们再也不用为小病

往医院跑了。”

人才培养
搭建专业护理团队

“老人长期卧床，容易引起肌肉萎缩、褥疮并

发症。通过按摩，是可以预防的。”陈静将四指并

拢，扣成环形，由内向外推揉张玉珍的腰部。

“2021年，我刚到养老机构工作时，还是个

护理新手。”陈静笑道，“比如帮老人按摩，原以

为拍一拍、揉一揉就可以了，哪懂什么门道。”

“原先，养老机构护理人才紧缺，现有的

护理员专业能力普遍不强，年轻专业人才屈

指可数，存在‘干不住、留不下’的现实问题。”

一家养老机构负责人说。

2021 年，陈静所在的金乔老年公寓正式

被南京悦华托管。机构定期开展护理员技能

培训，主要包括职业道德与技能提升两块内

容。陈静上起了课，记的笔记密密麻麻。

培训时，陈静发现，身边的年轻同事越来

越多了，还有刚毕业的学生。“实施品质养老，

关键是要有一支高素质养老护理员队伍。”郭

庆表示，近年来，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院校

设立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奖补、大中专毕业生

入职养老服务一次性奖补等制度，张店区积

极与高校合作，建设养老人才培养实训基地

和大学生实践基地，吸引更多人才留在张店，

切实让高品质养老惠及全区 14 万老年人。

张店区建立优秀养老护理员评选制度，

每年评选优秀养老护理员 20 名。前段时间，

陈静还参加了区里举办的护理员技能比赛，

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绩。在比赛中，陈静见到

了自己的榜样——淄博市优秀养老护理员

许珍，她曾获得淄博市养老护理员实操比赛

冠军。

参加评比有啥用？“被评为优秀护理员

的，每人每年还能享受 5000 元的政府津贴。”

许珍说，“这是一份有奔头的工作，我想坚定

地扎根在养老护理行业。”

护理服务水平提升，为长者托起稳稳的幸

福。在培训学习中，陈静不仅学到了护理技

能，还慢慢掌握了与老人的情感沟通技巧。如

今，一见到陈静，张玉珍总是唠个不停。

“天气暖和起来了，棉衣能脱了，您可以到

楼底下转转啦。”临别时，陈静俯下身，在张玉珍

耳边鼓励道，“大姨，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张玉珍脸上露出了笑容。

送餐上门、送医入户、送照护到家

山东 各种养老服务集成到社区
本报记者 李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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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探民生R

按下遥控器，通过简单的
电话预约，不仅有营养饭菜
可以配送到家，护理员、社区
医生也能提供上门服务……
近年来，山东完善社区养老
服务，通过智慧养老服务平
台，接入养老机构、长者食
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实
现服务一键呼叫；同时，将更
多专业养老服务引入社区，
不断丰富养老服务供给。

■暖相册R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寿雁镇牛路口中心

小学分部地处偏远山区，许多留守儿童在

此就读。2021 年 12 月，道县首个免费午餐

项目落地，为孩子们提供可口的饭菜和新

鲜的水果。从此，留守儿童在学校就能吃

上热气腾腾的免费午餐。

图①、图③：学生在享用免费午餐。

图②：学生排队领取免费午餐。

以上图片均为蒋克青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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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是富庶的浙江诸暨，一头

是偏远的赣南山区；一头是科研院

所，一头是山间地头——

袁守根，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

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扎根赣南山

区 60 年 ，长 期 奋 斗 在 果 业 生 产 一

线，退休 20 多年后又成了“不拿钱

的技术顾问”。1970 年，他为赣南引

进脐橙树。如今，近 200 万亩脐橙

覆盖赣南群山，脐橙已成为老区人

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产业，赣

南苏区振兴发展的“致富果”。袁守

根 先 后 荣 获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先 进 个

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省道德

模范等荣誉称号。

1941 年 7 月，袁守根出生于浙

江诸暨。1962 年大学毕业后，放弃

了回浙江老家工作的机会，选择在

信丰县林垦局工作。

1970 年，在信丰县西牛林场任

技术员的袁守根赴湖南邵阳调购蜜

柑种苗。这期间，他听说有一个从

国外引进的脐橙新品种品质上佳，

只是挂果率较低。他眼睛一亮，“脐

橙远比蜜柑稀缺，带点种苗回去试

种，说不定能见效。”

袁守根把首批 156株脐橙树苗运

回信丰，在信丰安西园艺场选择一片

占地面积 5亩朝南向阳的地块种下。

袁守根试种脐橙，得到了县领导

的鼓励和支持。县里专门成立脐橙

科研小组，由袁守根负责管理、研究、

观测。在他的精心呵护下，第三年，

丰收时节，每棵脐橙树上挂了十五六

枚椭圆的橙子，共收获约 200公斤。

在 1975 年的赣南国营园艺场

果品评比中，信丰脐橙崭露头角。

次年广交会上，试销的脐橙产品受

到追捧。

1977 年 ，袁 守 根 组 织 了 一 批 脐 橙 销 往 香 港 市 场 ，价

格很好。不久后，信丰脐橙场顺势成立，当地倡导大搞果业

开发，脐橙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袁守根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

副场长。

脐橙种植起步之初，由于不熟悉，大部分村民不太接受。

“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是赣南的真实写

照。乡亲们祖祖辈辈刨土种田的困苦，袁守根看在眼里、急

在心上。“要让脐橙成为赣南农民的‘致富果’！”第一批脐橙

树开花结果时，袁守根暗下决心。

“种脐橙树，比搞养殖效益好。”袁守根挨家挨户上门劝

说，给村民算种植脐橙的收益。年底一算账，村民们十分高

兴。在袁守根的指导下，信丰县安西镇引导果农进行生态

示范种植，脐橙株距从 2.8 米扩大到 4 米，一株脐橙增产

20%。安西镇禾星村曾是省级贫困村，脐橙种植面积 2200
多亩，种植户 90 多户，靠着种脐橙，2018 年成功脱贫。“每斤

脐橙能卖到 3 元钱，一亩果树收益就达两万元。既给青山

盖了‘被子’，又给农民增了票子。”果农王小林说。

从 1970 年的 156 株脐橙树到 2022 年近 200 万亩脐橙种

植园，脐橙产业已成为赣州农业第一支柱产业，助力赣南老

区 100 多万人实现脱贫增收。

“人一辈子能守好初心，做好一件事，就很不错了。”袁

守根将一生奉献给了他钟情的“一棵树”。

为掌握好脐橙种植技术，袁守根在信丰安西园艺场坚

守 15 年。吃饭时他都要捧着碗，边吃边观察脐橙树的生长

规律——经过多年的试验和实践，纽荷尔成为首选品种，如

今已占到赣南脐橙种植面积的 95%以上。

由于集中连片种植、成熟期集中等原因，2013 年，柑橘

黄龙病在赣南暴发，袁守根心急如焚，在果园里连续蹲了几

昼夜，了解情况，观察病情。他果断提出“种无毒苗木、消灭

木虱、挖除病树”三大防控措施，向果农宣讲，教他们如何识

病、除病，最终黄龙病得到有效控制。

如今，在“袁守根们”的辛勤努力下，赣州已经成为全国

闻名的脐橙主产区，年产量约 150 万吨，品牌价值达 686.37
亿元。

让
脐
橙
成
为
农
民
的
﹃
致
富
果
﹄

—
—
记
江
西
信
丰
县
退
休
干
部
袁
守
根

本
报
记
者

郑
少
忠

③③

①①

②②

本报北京 4月 10日电 （记者贺勇）近日，北京市人力

社保局和北京市卫健委联合发布《北京市深化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面向全市卫生专技人才，

进一步规范和细化制度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机制、结果运

用、管理服务等，实施“大卫生、大健康”职称改革，对不同岗

位的卫生人才制定分类分层评价标准，破除“唯学历”“唯论

文”掣肘，引导医生专注临床。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改革遵循卫生

人才成长规律，破除“唯学历”掣肘和“唯论文”倾向，将临床

工作质量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分类分层开展职称评价。对于

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重点评价服务基层水平、接诊量和

解决基层实际问题能力，突出实践和实操能力考核，常见病、

多发病诊治专题报告与病案分析，新技术新项目推广与应

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次数，健康档案管理数以及履行相

应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处理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等工作

情况，都将作为职称评价的重要内容。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评

审高级职称时，重点评价业务工作的数量与质量，将门诊工

作时间、现场工作时间、收治患者数量、手术数量、检查报告

数量、药品调配和处方审核数量、护理工作时间等作为申报

条件，将诊疗疾病覆盖范围、单病种诊疗例数、并发症发生例

数、治疗效果、开展手术或操作的范围、手术难度和质量等作

为重要评价指标，科学准确评价职业能力和水平。

同时，此次改革持续优化评审工作流程，强化大数据应

用，进一步减少申报材料和证明事项，充分利用医疗卫生机

构信息系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管理系统与医疗卫生机

构的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对接，根据申报人的岗位职责，实时

抓取门诊量、手术量、住院服务、医德医风、诚信档案等重要

数据，通过智能分析与比对，作为职称评价的重要依据。对

于临床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评审专家可在线查看其以前的主

刀手术、疑难病症诊治、危急重症抢救等实际临床工作。

北京深化卫生专技人员职称制度改革
破除“唯学历”“唯论文”，引导医

生专注临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