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室里，传出老年人合唱的声音，而在

另一间活动室里，很多老年朋友广场舞练得

正起劲。早上 9 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西

一路街道广场社区养老服务站二楼的活动室

热热闹闹，在一楼，67 岁的社区居民董林侠

带着志愿者揉面、切菜、炒肉，不大一会儿工

夫，便有香味传了出来。

一到晌午，一碗碗菜码丰富的臊子面端

了出来，老人只需花费 6 元就能随便吃，80 岁

老人还可免费。董林侠说：“我们社区每周都

有义诊、义务理发等‘为老助老’活动，今天是

‘一碗臊子面’活动，让老人能够吃上一口老

西安的面。”

广场社区辖区共有 14 个老旧小区，总人

口 4675 人，60 岁及以上老人 911 人，老年人

口占比近两成。近年来，广场社区通过打造

养老服务站，推进家庭适老化改造、志愿服务

多元化和精准化等方式，不断织密养老助老

服务网，提升老人生活幸福感。

按需施策，补齐公共
养老设施短板

免费体检、健康知识讲座、康复理疗……

这些养老服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走进广场

社区养老服务站，心理辅导室、医疗保健室、康

复训练室等一应俱全，还设有 8张养老床位。

“今年刚刚建成的养老服务站，特别受老

人欢迎。”广场社区党委书记刘宏说，“除了提

供一些基础的医疗服务，新增的活动室还配

备了各种音响设备等，可以满足老人们多样

的活动需求。”

在养老服务站的小食堂，每周五中午的

“一碗臊子面”活动让老人们享用家常味道，

居民纪振杰和刘爱云夫妇今年已经 80 多岁，

活动开展了一个来月，他们次次都来。“一碗

面看着简单，做起来却不太容易。社区做的

面，合我们的胃口！”纪振杰说。

广场社区还发动社会力量，为老年人开

辟了“第二食堂”。西红柿炒鸡蛋、清炒油麦

菜、豉油鸡……餐馆老板黄灿阳拎着勺，正忙

不迭地为老人盛菜。“为老人提供的饭菜要少

油少盐。我们为老人推出一荤一素一饭一汤

的 9 元套餐，如果要加菜，老人还可以享受基

础价格减 2 元的优惠。”黄灿阳说。

近年来，新城区不断完善“街道—社区—

居家”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网越织越

密。今年 4 月，西一路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正

式投入营运，设有诊室、护理站、康复训练大

厅、康复理疗室、公共助浴间等，现有养老床

位 50 张，按照“平台+服务+老人+终端”服务

模式，为周边老人提供医疗养老到站及上门

服务。

陕西数智医疗养老服务中心总经理雒萍

介绍：“中心与 8 个社区养老服务站和 4 个养

老食堂形成链条，自运营以来，我们开设了

349 张家庭养老床位，为辖区 4002 名 60 岁以

上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养老需求档案，开

展嵌入式养老服务 1560 人次，开展社区义诊

活动 191 场，助餐服务 12730 人次。”

适老化改造，提供及时
周到居家养老服务

床边有扶手，卫生间有防滑垫，浴室有折

叠式浴凳，卧室有一键呼叫机……许豫秦家

的适老化改造设施，可真不少。他高兴地说：

“这些物件看着简单，对家里老人来说却方便

很多。”

许豫秦的母亲患有脑梗，行动不便。出

门在外，许豫秦总是不放心。去年，社区工作

人员杜静上门询问适老化设施改造需求，“一

张清单有近 20 项，安全扶手、感应夜灯、警报

器、呼叫器、防撞条……一应俱全，按需勾选，

免费安装，这件事办得真贴心。”许豫秦说。

“在日常的网格走访中，我们注意到居民

对适老化改造存在很大诉求，但改造起来需

要大量资金。”杜静说。

“我们与陕西省慈善协会合作，在线上

公 益 平 台 上 发 布 了 募 捐 活 动 ，还 带 动 了 辖

区 内 的 单 位 企 业 捐 款 。 截 至 目 前 ，我 们 募

集了 32 万元善款，根据老年人不同的生活

环 境 和 个 人 情 况 制 定 适 老 化 改 造 方 案 ，做

到‘一户一案’，目前西一路街道已经为 249
户老人完成了改造。”西一路街道党工委书

记吕浩说。

在西一路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大屏上，

智慧养老云平台实时显示着各项数据。“老人

们家里的一键呼叫机、无线红外探测器等终

端设备与云平台进行联通，实时对辖区老年

人的生活状态进行智能化数据监测，一键呼

叫机还可以连上老人子女的手机。这些数字

化、智能化手段的运用，让我们能够及时发现

老年人居家遇到的风险，做好应急处置，保障

老年人生命安全。”雒萍说。

“可是帮了大忙了！”居民庞然对养老服

务中心连连感谢。今年“五一”期间，他的母

亲张萍身体突然不适，按下了一键呼叫按钮，

当时庞然身在外地，不能及时赶回。养老服

务中心接到通知后立刻上门检查，随后医护

人员又将老人送往医院，缓解了老人病痛。

庞然感慨：“这样的居家养老服务及时周到，

让我们做子女的省心又放心。”

互帮互助，动员社会
力量满足多元需求

今天吃了啥，碰到了啥新鲜事，社区居民

温世红老人都会拍个视频，发给自己的儿女

瞧瞧。“除了拍视频，我现在还会手机支付和

地图导航。”温世红说。

以前，温世红只会用手机打电话，“自从

在‘菜鸟学堂’上了课，一群年轻人来教我，

感觉也没那么难，智能手机还是方便。”温世

红说。

老人口中的“菜鸟学堂”是广场社区的智

慧互助养老志愿服务项目，为老人教授智能

手机的常用操作，社区里的不少老人已经可

以用智能手机进行线上水电费缴纳、社保年

审等事项，大大方便了日常生活。

这一项目由同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

织，中心负责人林罟说：“‘菜鸟课堂’是广场

社区的志愿项目，课程设置能按照老人需求

和学习进度随时调整，志愿者也由最初几所

高校的学生扩展为社会人员，服务居民 2000
余人次，志愿者参与人数超过 600 人。”

同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广场社区的公

益组织，注册志愿者由 2020 年的 10 余人增长

到现在的 1900 余人。

经常参加志愿活动的董林侠主动请缨，

成为“一碗臊子面”活动的大厨。她说：“我以

前就在酒店当厨师，助老扶老需要大家共同

努力，社区有了互帮互助的生态，老人就能更

好地安享晚年。”

老旧小区年代久远，家里的门窗、电器、

锅碗、鞋衣等免不了修修补补。捕捉到这一

需求，广场社区设计开展“一米工坊”便民服

务项目，摸底整合辖区内老手艺人店铺资源，

将他们纳入志愿者队伍。西一路街道还组织

了一支“乐修匠”维修服务队，共有 98 名师傅

加入，为 261 个小区提供维修服务，累计完成

维修订单 1.3万个。

“目前广场社区已经培育出 10 个志愿服

务组织和志愿服务队，让更多志愿者参与到

基层社区治理中来，为老年群体提供更精准、

更周到、更暖心的服务。”刘宏说。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街道广场社区—

扶老助老，做足“绣花”功夫
本报记者 原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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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应该
从小处细处着手，以创新举措
推动环境升级，提升居民生活
幸福感

■民生观R

■推进社区服务精准化R
在很多地方进行的城市更新行动

中，一些做法值得称道。比如，聚焦群

众身边的微小空间，小处着手，细处留

心，以创新举措推动环境升级、便民利

民，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这样，既改

善了城市人居环境，也满足了居民心

愿，对基层治理和社会和谐，有良好的

促进作用。

在北京市通州区，有的小区为解决

设施老旧带来的积污积水、环境较差等

问题，在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后，将中心花

园景亭改建为文化廊，将卵石沟填平后

改建为环形健身步道，内部增加儿童活

动场所及健身器械区等，受到居民欢迎。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要学会“变废

为宝”、充分利用。在江苏省徐州市，

和平桥口袋公园在原来的一片废墟上

修建而成。当地以地形为基础，以观

赏花草为特色，打造绿色景观空间，满

足居民就近游园休闲的需求。改造废

弃区域、利用闲散区域，充分挖掘群众家门口可利用土地

和场地资源，因地制宜、建管并重，为市民带来新体验和

便利的同时，也为推动城市品质提升注入了新活力。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要聚焦居民身边事、解决群众烦

心事。日常生活中，道路不平、暖气不热、路灯不亮之类

的“小麻烦”经常会给居民造成不便。微小改造见温度，

各地各部门要以老百姓的需求为前提，科学规划，实字当

先，让群众少操心、不揪心，生活越来越轻松愉悦。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还要注重实现可持续发展。微改

造不能短视化，有的需要考虑长期运营效能，有的需要带

动周边实现共同发展，有的需要融入新业态、新功能……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在对道路沿线建筑立面、交通设施及

绿化景观等多处实施改造升级时，着眼长远，把充电、通信

等便民服务嵌入其中，努力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公共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看上去

虽小，但因为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所以直接影响着群众

幸福指数。要聚焦为民、便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用“绣花功夫”进行更新、利用、修补、治理，扎实提

升城市人居环境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小
处
着
手

细
处
留
心

杨
笑
雨

本版责编：李智勇 杨笑雨 陈炳旭

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更多资源、

服务、管理放到社区，为居民提供精准

化、精细化服务，切实把群众大大小小

的事办好。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 7 部门印发通知，开展

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将完整社区建设工

作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养老托育设施

建设、充电设施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等工作统筹起来。

各地也在不断探索，完善社区服务

功能，补齐设施短板：陕西省西安市新

城区西一路街道广场社区不断织密养

老助老服务网，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一心社区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帮扶就业

创业，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马溪社区积

极实施托育普惠，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

设……本版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聚焦各

地推进社区服务精准化、精细化的新举

措，敬请关注。

（上接第一版）

各 地 区 各 部 门 乘 势 而 上 ，接 续 奋

斗，下大力气稳固脱贫基础，牢牢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帮扶不断档，投入不减力。

走进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

玲镇坚固村，美丽的黎陶村道，芳香的

牛栏咖啡，宜居村庄令人陶醉。“从贫困

村到乡村振兴示范点，我们坚持精准施

策，用发展的办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坚固村第一书记周圣菁说，通过人

居环境整治，旧房子改造成咖啡馆，利

用政策资金成立专业合作社，发展斑斓

叶种植 70 多亩，村里的脱贫户每户年

分红 1.5 万元。

党中央决定，对摆脱贫困的县，从

脱贫之日起设立 5 年过渡期。过渡期

内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现有

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逐步由集

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平稳过渡。今年中央财政安排脱

贫 攻 坚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1750 亿元，比去年增加 100 亿元。

驻村帮扶继续尽锐出战，20.96 万

名第一书记、56.3 万名驻村工作队员接

过脱贫接力棒，巩固成果加油干。

——筑牢“防贫坝”，精准防返贫。

“好政策跟得紧，帮我们一家顺利

渡过了难关。”陕西彬州市太峪镇新平

村脱贫户成平卫去年患病住院治疗，市

里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帮扶措

施马上跟进，消除了返贫风险。

防返贫监测帮扶全覆盖，对返贫风

险户应纳尽纳、应扶尽扶，全国约 65%
的监测对象消除了返贫风险，其余也都

落实了相应帮扶措施。

为进一步筑牢防返贫底线，国家医

保局等 5 部门印发通知，健全完善防范

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确保农村

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医保参保率稳定

在 99%以上。各地精准施策，对有劳动

能力的监测户，至少落实一项开发式帮

扶措施；对没有劳动能力的监测户，做好

兜底保障，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对短时

性陷入贫困状态的监测户，第一时间解

决基本生活和“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坚

决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

壮大产业，扩大就业，
脱贫成效更可持续

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是脱贫攻坚成果

巩固的重要标志。各地区各部门把增加

脱贫群众收入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各类

资源、帮扶措施向促进产业发展和扩大

就业聚焦聚力，促进脱贫成效更可持续。

——培育提升产业，有力带动脱贫

群众增收致富。

“果子甜得很，专业合作社统一收

购，销路不愁，这几年每年收入都有五

六万元。”四川古蔺县马蹄镇马蹄社区

脱贫户陈中义，种植的 11 亩甜橙丰收

在望。依托甜橙产业，古蔺县 32 个脱

贫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 5 万元，2796 户

脱贫户年均增收 1.2 万元。

古蔺县发展特色产业 85 万亩，培

育县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 17 个，建成

村级脱贫产业园 218 个，实现了“乡乡

有规模基地、村村有支柱产业、户户有

增收门路”，为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

打下了坚实基础。

发展产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治本之策。目前全国每个脱贫县

都形成了 2 至 3 个特色主导产业，近 3/4
的脱贫人口与新型经营主体建立紧密

利益联结关系。去年脱贫人口人均经

营净收入 2098 元，同比增长 22.5%。

今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60%以上将用于支持产业发

展，实施一批整体性区域性产业项目，

健全联农带农益农机制，让脱贫群众更

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大力稳岗就业，脱贫群众干活

有劲头、生活有奔头。

前不久，河南西峡县桑坪镇职业技

能培训班结业，77 名脱贫群众和动态监

测对象通过结业考试，领到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通过培训，我掌握了烹饪、按摩等

新技能，拿到证书后工作就更稳了，工

资也能跟着涨！”桑坪镇仓房村脱贫户

吕时伟说。

西峡县将技能培训作为提升脱贫群

众就业能力的重要举措，根据脱贫群众

意愿，围绕养老护理、营养餐制作等课程

开展订单式培训，确保培训后即可上岗。

积极扩大就业是增强脱贫群众内

生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去年全国脱贫

劳动力务工规模达到 3277.9 万人，超过

年度目标任务 258.7 万人。今年脱贫劳

动力就业规模要实现稳定在 3000 万人

以上的目标。“下一步要发展比较优势明

显、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

产业，在农村工程项目建设中推行以工

代赈，拓展公益性岗位，吸纳农民在家门

口就业增收。加大对脱贫劳动力的就业

服务和技能培训力度，积极引导外出务

工就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琦说。

增强内生动力，接
续奋斗，谱写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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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地区发展底子薄、基础差，如

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

村振兴？

各地区各部门着力增强脱贫地区

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用脱贫攻坚

的“金钥匙”，开启乡村振兴的“致富门”。

——政策衔接好、措施落到位，汇

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磅礴动能。

“ 从‘ 万 企 帮 万 村 ’到‘ 万 企 兴 万

村’，脱贫后接续助力乡村振兴成了我

们的帮扶工作重点。”云南楚雄彝族自

治州永仁县哲林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一林介绍，公司与项目区周边群众成

立合作社，种植芒果达 10 余万亩。截

至去年底，楚雄州共组织 495 个民营企

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实施项目

609 个，惠及 334 个村。

在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入推进。人

才支持加大，向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选派科技特派团，开展教育、

医疗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为其他 672
个脱贫县选派产业顾问组。项目帮扶

加力，9799 家民营企业帮扶 160 个重点

县，实施产业帮扶项目 7725 个，惠及脱

贫人口 325.56 万人。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继续强化

支撑保障。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将优先保障到人到户项目

需求，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相

关部门还将启动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

持专项计划，全面启动乡村产业振兴带

头人“头雁”培育工作。

——学会致富技能、补上发展短板，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河北邯郸市魏县东代固镇的帮扶微

工厂里，脱贫户张瑞红正带着乡亲们赶

制服装订单，“经过技能培训，乡亲们在家

门口上班，靠手艺吃饭，日子越过越好。”

去年魏县帮扶微工厂经济效益平均提

升 15%，务工人员月均收入增加 300元，带

动同期就业增加 1100 人。兴产业、促就

业，各地区各部门千方百计让脱贫群众在

辛勤劳动中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激发

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志气心气底气。

补齐短板，脱贫地区发展后劲更足。

天还没亮，江西瑞金市武阳镇武阳村

农产品物流中心里，厢式货车整装待发。

驻村第一书记邓亮说：“中心建好后，降低

了物流成本，提升了盈利和抗风险能力，

脐橙等特色产业发展动力更足了。”

广大脱贫地区发展环境越来越好，

人才、资金等要素加速汇聚，生态旅游、

农村电商等新业态风生水起，一大批企

业、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

发展活力日益增强。

迈上新征程，开启新奋斗。继续扎

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推进乡

村振兴，广大脱贫群众的生活定能芝麻

开花节节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