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渤海湾畔，花香四溢，气候宜人。中午过

后，来自北京的汤林根老人和朋友们在一起

随着音乐练习手鼓，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汤林根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次和老伴

儿向兆义一起入住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

光年里康养度假中心：“从北京到这里，两三

个小时的车程，非常方便。”近年来，随着京津

冀协同发展持续推进和深度融合，河北省不

断提高承接京津冀地区养老需求服务能力，

来河北养老的北京、天津人越来越多。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河北省继续积极

稳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突出问题导向、注重

实际成效。全省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医疗机构

与养老机构业务协作机制，促进医养结合，不

断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完善硬件服务
培养专业人才

果蔬农科馆、奇花馆、异果馆……在光年

里康养度假中心，上百种热带、亚热带果树、

蔬菜等吸引着不少游客和老人。

“入住中心的有以养老为主的本地老人，

还有不少来自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的老

人。今年来自北京的老人占比达到了 65%左

右。”光年里康养度假中心负责人李慧梅说。

秦皇岛康养资源丰富，光年里康养度假中

心有着 800 亩绿化园林，房间里 SOS 一键呼叫

器、智能体征检测睡袋、安全防护手环、感应夜

灯等专业适老化居家型软硬件设施，专业护理

服务、保健医疗、文体社团等一应俱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这里带来了更好的医

疗资源。“中心与北医三院联动，邀请北京专

家定期来坐诊，建立健康档案。”李慧梅说，针

对老年人常见的各类疼痛，中心开设了中医、

西医、心理三维系统体检，根据检查结果，采

取特色理疗项目进行缓解治疗，帮助老人进

行亚健康调理、慢性病风险防控管理。

从开始的旅游度假，到如今的旅居康养，

汤林根老两口对这里赞不绝口：“这里离海

近，环境优美，中心还会为我们提供周边旅行

计划，快成为我们的第二个家了。”

在位于河北廊坊的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

护中心养老也成为不少京津冀老人的选择。

走进燕达养护中心，如同进入一个大型

社区，花草遍布，绿树繁盛。林荫路上，分布

着塑胶小路，不少老人坐在路边长椅上聊天、

休息，怡然自得。

2021 年 4 月底，钟奶奶因脑梗，半侧身体

瘫 痪 ，住 进 了 燕 达 养 护 中 心 ，需 要 24 小 时

陪护。

钟奶奶虽然瘫痪卧床，但身上一直干干

净净、没有异味。“我每天收拾屋子，跟奶奶聊

天，帮她擦洗身体。奶奶身上清爽，心情也

好。”护理人员范彦彦说。

钟奶奶的儿子邵忠说，在燕达养护中心

工作人员的照料下，母亲的心情和状态比入

住之前好了很多，不仅说话连贯了，甚至还能

和工作人员一起唱歌。

“在养护区，屋顶的天轨移位系统可以辅

助老人实现转移，方便老人站立、行走、康复、

洗浴、如厕。”燕达养护中心副总经理李东辉

介绍，智能床垫系统对高危老人身体指标 24
小时监测，护士站的电脑屏幕上会显示使用

老人的心率和呼吸频次，自动报警。

“燕达养护中心还不断建立完善的教育

与培训管理体系，加强专业护理人才培养，为

承接京津养老资源提供更专业的服务。”燕达

国际健康城副总裁李海燕说。

医院合作共建
便利医疗服务

电动爬楼机、助餐臂托、站立轮椅……在

国康秦皇岛医养康养老中心的一层展示大

厅，可以看到很多康复辅具，满足不同康复需

求老人的使用。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下，2017 年 3
月，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秦皇岛研究院成

立，2019 年 3 月，研究院筹建的国康秦皇岛医

养康养老中心正式营业，全面建设国家养老

应急救援、康复辅具应用双示范实践基地。

不久前，住在燕达养护中心的邓淑云不小

心扭到了腰，一开始没觉得多严重，后来却越

来越疼。家庭医生知道邓淑云原本患有严重

的骨质疏松，赶紧为邓淑云检查，确诊她为压

缩性骨折，急需做手术。燕达养护中心主动与

家属沟通，协调安排邓淑云紧急入住紧邻养护

中心的燕达医院，并由北京朝阳医院派驻燕达

医院的专家刘清和为邓淑云进行手术。

出院后，邓淑云回到养护中心。“刚开始我

的血压不稳定，家庭医生、护士一天多次上门

测量血压、检查身体状况。”邓淑云说。现在有

专业的护理员照看她的日常起居生活，中医也

经常上门为她做针灸康复治疗，“身体恢复得

好，住在这里我心里很踏实，子女也放心。”

2014 年起，燕达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签

署合作共建协议，北京朝阳医院多位重点科

室的主任、学科带头人承担起燕达医院对应

科室的业务指导和学科建设工作，带动燕达

医院重点学科的发展和医疗水平整体提高。

“经过多年的京津冀医疗合作发展，燕达

医院医疗水平大幅度提升，很多患者改变了

一有病就往北京跑的习惯。”刘清和说。

近年来，燕达医院通过先后与北京朝阳

医院、天坛医院等医院深入合作，数十位北京

专家及名老中医长期坐诊，为养护中心入住

老人提供了强大的医疗保障。

李东辉介绍，燕达医院还开通了北京医

保实时刷卡结算，这里的京籍老人不用奔波

取药看病。今年京津冀三地异地就医实现

“一卡通”，医疗服务变得更加便利。

“医养康养结合不是简单组合关系，而是

一种机制上的无缝衔接，这种模式更加灵活，

更能保障入住老人的身体健康。”李海燕说，现

在的养老模式加强了康复板块的服务供给，并

由家庭医生、护士主动上门提供基础体检及诊

疗服务，用标准化的健康管理服务，把医疗、康

复、专业护理、生活照料、心理服务、社工服务

和精神文娱相融合，变过去“以疾病为中心”的

被动服务为“以健康为中心”的主动服务。

各类特色活动
丰富精神生活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

会忘记我……”吃完晚饭，80多岁的韩芙梅和刘

昭老人在家里一起练习着在“百人合唱团”新学

的歌曲《祖国不会忘记》，歌声铿锵有力。

每周二和周五的下午，韩芙梅和刘昭都

会去参加燕达养护中心的“百人合唱团”活

动，和老朋友们一起学歌曲、聊生活。

“来到燕达后，我在老年大学学习了跳

舞、腰鼓、模特和合唱，每天都很充实，‘日程

表’满满的。”韩芙梅说。

每当韩芙梅在老年大学学习腰鼓和跳舞

的时候，刘昭就在旁边的棋牌室下棋，等韩芙

梅下课后，一起到营养餐厅用餐。

燕达养护中心建设的多功能大街贯穿东

西，功能多种多样：党员活动室、老年大学、各

类特色餐厅、电影院、健身房、图书馆、阳光种

植房……全面满足老人的生活需求。

根据入住老人不同的兴趣爱好，老年大

学设有书法、绘画、歌咏、手工、京剧等 40 多门

课程；还定期举办电影放映、健康养生讲座、

书法笔会、交谊舞会等缤纷活动；先后成立燕

达爱晚书画社、燕达金色年华合唱团，燕达东

方京剧社等多个文娱社团，让老人在养护中

心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燕达养护中心三期项目设置床位 4694
张，预计今年 10 月投入使用，落成之后，将进

一步提升燕达承接京津冀地区养老养护需求

的服务能力。”李海燕说。

廊坊市民政局一级调研员、副局长杨建

光介绍，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优良的生态环

境和丰富的康养资源，廊坊正在加快布局医

养康养产业。围绕承接北京养老需求，目前，

廊坊市在建、新开工及谋划医养康养项目共

23 个，总投资达 395.1 亿元。

河北省不断提高保障水平，满足老人多样需求

医疗+服务 养老更舒心
本报记者 马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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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备实时监测健康
情况、医院合作共建满足医
疗需求、各类课程社团实现
老有所学……随着京津冀协
同发展持续推进和深度融
合，河北省不断提高承接京
津冀地区养老需求服务能
力，让养老生活更舒心、更
便利。

“十四五”期间，新疆在交通、水

利、能源等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

设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建筑业企

业对建筑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的

需求只增不减，仅今年，新疆就将实

施 投 资 规 模 500 万 元 以 上 项 目

8437 个。

面对大量就业岗位需求，新疆

在 2020 年开展建筑领域技术工种

3 年 20 万 人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就 业 行

动的基础上，印发了《新疆建筑工

匠 3 年 30 万 人 培 训 就 业 行 动 方 案

（2023—2025 年）》，培养一批建筑工

匠，促进建筑领域新增就业。

在喀什地区伽师县技工学校，

当地和夏阿瓦提镇农民亚森·玉素

甫 正 在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学 习 精 细 木

工：“现在 1 个月挣 3000 多元，培训

完能拿上中级证书的话，每个月能

多挣 2000 多元。”

这家技工学校有 1 万平方米的

建筑产业工人就业实训基地和 1 万

平方米的建筑工程机械实训基地，

老师正指导学员们进行砌墙、抹灰、

水暖、电路等各种训练。无论是零

基础，还是职业技能继续提升，在这

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培训。

新 疆 建 筑 工 匠 3 年 30 万 人 培

训就业行动动员会前段时间在伽

师县召开，明确从今年起，新疆计

划用 3 年时间培训建筑工匠 37.5 万

人次，实现建筑领域新增就业 30 万

人，培育本地建筑施工专业作业企

业 1000 家。

参加动员会的 128 家建筑业企

业与 64 家劳务企业和培训机构签订

用工意向书，用工需求近 4 万人。中

建新疆建工集团项目管理总经理彭

勃介绍，当天就与培训学校签订了

1500 名订单式培训，与劳务企业签

订了 1500 名用工计划，分布在各地

州近 100个项目上。

自 2020 年以来，新疆已建成地州市示范级实训基地 17
个，县市标准级实训基地 62 个，乡镇特色级实训基地 42 个，

构建起地县乡三级紧密衔接的培训实训体系。“我们要求各

地根据建筑行业用工需求，积极采取以工代训、校企合作订

单式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培训针对性，满足企业用工需

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一级巡视员徐

彬说。

有了政策支持，不少企业根据需求设立了自己的培训

基地。2020 年 4 月，中建三局扶贫培训基地在喀什地区巴

楚县技工学校正式成立，2020 年以来先后培训千余名本地

建筑产业工人，并转移至各项目工地就业。

来自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喀塔尔墩村的买买提·
买合木提是首批通过培训的学员之一，在乌鲁木齐机场改

扩建项目实现了稳定就业。在定期组织的“电工组”技能比

赛中，他连续两次取得第一名，现在已经当上了项目电工小

组副班长。“以前没技术，去打工只能当小工，现在拿上了证

书，工作稳定，一个月能拿到手 5000 多元，家里生活一天比

一天好。”买买提·买合木提说。

喀什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旗下水泥厂设立实训

基地，整合下属 11 家企业、20 个项目部的技术骨干成立培

训团队，根据就业人员就业意向和公司用人岗位需求制定

培训计划。公司党委书记热依汗姑丽·苏坦介绍，2020 年

以来，通过企业自己培训和校企合作订单式培训，共吸纳转

移就业人员 1200 余人。

“要搭建新疆建筑工匠培训就业信息服务平台，构建动

态更新、全程跟踪、双向互通、供需平衡的培训就业服务网

络；自治区、地（州、市）分层建立建筑劳务用工信息平台，借

助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实现用工需求与劳务输出信

息精准对接。”徐彬介绍，同时，各企业、职业院校、民办职业

培训机构等单位要及时把培训合格、取得相应证书的人员

录入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系统，建档造册入库，便于用工方

选择。

职业技能培训就业行动启动以来，新疆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以建筑企业现有班组长、乡村建筑

劳务合作社负责人、建筑领域劳务经纪人、项目负责人等为

主体，大力培养新疆本土建筑劳务创业带头人，带动更多富

余劳动力在建筑行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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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7月 5日电 （记者曹文轩）记者从海南省民

政厅获悉：《海南省养老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今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条例》聚焦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问

题，明确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标准、注重补齐农村养老服

务发展短板、鼓励支持外资来琼发展养老产业。

《条例》对社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的面积进行明确，要

求新建城区和居住（小）区应当按照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

每百户不低于 30 平方米，其他市县每百户不低于 20 平方米

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且单处用房建筑面积不得

少于 300 平方米。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小）区养老服务设

施不足的，应通过购置、置换、租赁或者新建、改建等方式，

按照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每百户不低于 20 平方米、其他

市县每百户不低于 15 平方米的标准统筹配置，且单处用房

建筑面积不得少于 200 平方米。

《条例》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利用集体建设用

地、闲置校舍等有效资源发展养老服务，鼓励将集体经济收

益按照一定比例用于支持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支持农村

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对村级邻里互助点和居家养老家庭提供

养老服务指导；设置农村养老服务公益性岗位。

《条例》规定，将配套养老服务设施低价或者无偿提供

给养老服务机构运营，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养老服务；支持农

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管理服

务等形式改造升级；支持社会力量开发和推广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智能终端产品和应用，为老年人提供紧急援助、健

康医疗、服务预约、安全检测等服务，更好满足广大老年人

多元化的服务需求。

《海南省养老服务条例》施行

“如果发生地震时大家正在室内，可以暂

时躲在坚实的家具或墙角处。假如你刚好在

室外，那就要赶快到空旷的地方，同时保护好

头部”……7 月 4 日上午，在天津市滨海新区

汉沽街道滨河家园社区居委会活动室，天津

市地震局信息中心综合管理部部长、2022 年

天津科普大使庞群英，为 40 多位社区居民做

了题为“科学认识和应对地震”的主题讲座。

“举办防震减灾科普讲座太有必要了。”

滨河家园社区居民、亲历过唐山大地震的刘

印生大爷说。汉沽街道干部马帅表示，参加

这次科普讲座不仅学会了如何避险，同时还

能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今后的宣传工作中。

“作为行业部门，必须要‘守土有责’，切

实做好地震科普，提升公众防震减灾意识和

防震避险能力。”天津市地震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广辉介绍，这两场社区讲座属于天津市

地震局举办的“防震减灾千场讲座进社区”系

列活动中的一项公益活动。自 2019 年该活动

启动以来，已先后开展了 400 余场科普讲座，

并将于 2025年实现全市所有社区全覆盖。

近年来，天津市地震局探索形成了“政府

统一组织、地震部门支持、社区广泛参与、区

域全面覆盖”的工作模式。由区政府安排专

人负责街道、社区的统筹组织和日程安排，由

市地震局负责选派专家授课，由社区组织居

民群众积极参加，形成了良好的工作闭环和

顺畅的协调机制。

“要‘拉起手来’做科普，发挥部门专业优

势和政府管理优势，形成工作合力；要‘走进

门去’做科普，主动走到群众身边，持续扩大

科普传播效应。”天津市地震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郭彦徽说。

为更好地向社区居民提供专业的防震减

灾知识，天津市地震局择优组建并培训了由

55 名地震专家组成的讲师队伍，还多次邀请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地震分会的专家学者走进社区授课。

同时，天津地震局还策划出版了《面对地

震怎么办》《家庭防震与应急》图书，详细讲述

震前家庭地震风险防范、震时科学避险，震后

自救互救等知识，编制防震减灾宣传折页、小

扇子和手提袋等宣传资料，不断拓宽防震减

灾宣传渠道。

天津市地震局组织“千场讲座进社区”活动——

推进防震减灾全域科普
本报记者 武少民

烈日炎炎，走进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沿

河社区吴秀君老人家中，窗明几净，新买的落

地风扇带来一抹清凉。66 岁的她身有残疾，

平日家里几个姐妹轮流照顾。

今年年初，社区巡访员秦鹤铭首次登门。

“别的家务还好说，就是能给擦擦玻璃就好了。”

吴秀君 68岁的大姐吴秀珍指着布满泥点的玻

璃，随口闲聊，秦鹤铭边开解老人，边记下需求。

“2021 年，吉林省民政厅逐步构建老年人

巡访关爱体系，将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等

纳入到巡访队伍中，每月至少 1 次重点对独

居、失能等 8 类老年人入户巡访。吉林省为巡

访员提供补贴，为被巡访老人建立电子档案，

巡访信息同时发送至村（居）委、乡镇、县、市、

省五级平台，并向老人子女或监护人推送，既

确保了巡访真实性，又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

几天后，秦鹤铭带着一名保洁人员登门，

擦玻璃、抹地板、通下水……两小时后，吴秀

珍扶着妹妹坐到窗边，不住道谢。

“阿姨，以后咱自己也能点单。”秦鹤铭拿出

服务清单：“有保洁、理发、陪护，还是政府买单。”

2022 年，长春市民政局将巡访关爱体系

与政府购买服务结合，筛选、对接具备资质的

社会服务组织，为符合条件的老人提供每人

每月 200 元的居家养老服务券。

巡访关爱，不止于问询需求。再次登门

时，吴秀珍和秦鹤铭聊起经济状况，得知吴秀

君阿姨是低保户后，秦鹤铭将她的低保证、残

疾证拍了照。“阿姨应该符合特困标准，这个

事我来跑腿。”秦鹤铭说。

巡访结束后，秦鹤铭与社区低保专干、二

道区民政部门对接，登门核验、复印证件、填

报申请……不到 1 个月，第一笔特困供养金

打到吴秀君账上，吴秀珍阿姨忙给秦鹤铭打

电话：“每个月多了 400 多块钱，服务送进咱

家门，真是太感谢了！”

工作前置，把服务送进老人家门，吉林省

推进事项代办、志愿服务、适老化改造等融入

巡访关爱。截至目前，全省走访老年人家庭

81.02 万户，巡访工作人员 3.76 万人，开展巡

访 32.34 万次。共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

适老化改造 15632 户。“计划到‘十四五’末

期，完成不少于 4 万户的改造工作。”吉林省

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袁金洪说。

吉林省构建居家老年人巡访关爱体系——

“服务送进咱家门”
本报记者 刘以晴

7 月 5 日，安徽省淮北师范大学薪火义

务支教社的 49 名志愿者踏上暑期支教征

程，他们将赴湖南永顺和安徽黄山、界首、

砀山四地的 5 所乡村小学开展连续两周的

义务支教活动。这是该支教社连续第十九

年开展暑期义务支教活动，今年他们将为

孩子们带去七巧美工、魅力书法、阳光舞蹈

等丰富多彩的兴趣课程。

据了解，薪火义务支教社自 2004年 4月

成立以来，先后深入新疆、内蒙古、贵州、宁

夏等 12 个省份的乡村学校开展暑期支教活

动，已累计有 1 万余名大学生参与义务支

教，讲授公益课程 3 万余课时。目前，薪火

义务支教社已发展为 13 个项目分支、15 个

项 目 小 分 队 ，为 乡 村 孩 子 带 去 知 识 和 欢

乐。图为 7 月 5 日，志愿者们在出发前相互

佩戴绿丝带。

万善朝摄（影像中国）

出发，一起支教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