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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日前，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贺胜桥镇万

秀村严天申村湾的幸福食堂里，穿着绿马甲

的社工、蓝马甲的驻村干部和几位身体硬朗

的老人一起在厨房里忙活，洗菜的洗菜，炒

菜的炒菜，不一会儿，农家柴火灶烟囱里就

升 起 了 袅 袅 炊 烟 ，各 种 食 物 的 香 味 弥 漫 开

来。几位 80 岁上下的老人也慢慢从家里走

来，坐在灶旁一起拉家常。“组里建起幸福合

作社，我们老人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月月吃

大餐，周周有医生上门，真想活到 100 岁！”68
岁 的 婆 婆 代 长 生 一 边 帮 厨 、一 边 乐 呵 呵

地说。

去年 6 月起，从严天申村湾开始，咸宁市

逐渐在最基层的村组、社区建起 21 家幸福合

作 社 ，社 员 由 基 层 党 员 、村 民 或 居 民 、志 愿

者、爱心人士等组成，以合作互助的理念，破

解特困低保、经济困难、空巢独居、高龄失能

等家庭困难老人的养老难题。今年，幸福合

作社将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惠及越来越多的

老人。

服务场所：

因地制宜，建到群众家门口

严天申村湾里都是清一色的黄墙红瓦小

楼，气派又漂亮，村湾道路干净整洁，70 岁的

唐细腊从田里干完农活回来，把沾满泥土的

鞋子放在门外，换了居家鞋才走进自家小楼

里。严天申村湾幸福合作社副理事长刘丽霞

看见了，笑问：“您进屋还换鞋呀？”唐细腊说：

“舍不得踩脏啊！乡亲们来了，得是干干净

净、整整齐齐的。”

唐细腊家有座两层小楼，平时却只住着

她一个人，老伴不在了，儿子们都在外地打

工，一年难得回来几趟。去年村组合计要建

设幸福合作社，没场地，怎么办？大家一商

量，几名村民主动腾出了自家闲置房屋做合

作社的活动室和幸福食堂、爱心超市，连房

租都不要：“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腾出来还有

人打理。”“自家老人有人管了，我们在外也

放心。”

“我最享福了，政府免费帮我把房子装

修得这么好，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幸福合作

社搞活动，我还第一个享受！”唐细腊乐呵呵

地 说 。 过 去 ，她 一 直 住 在 近 乎 毛 坯 的 房 子

里，两层楼地方大，却空荡荡的。现在，一楼

有了电视、沙发，还有一个理疗室，供村医每

周来给老人测血糖、量血压，里面还配了张

按摩椅，哪里不舒服就按摩按摩；二楼除了

唐细腊自己住一间，其他地方都变成了活动

室。原本冷冷清清的房子，现在常有老伙伴

来 玩 一 玩 、坐 一 坐 ，唐 细 腊 日 子 过 得 更 舒

心了。

“过去我们许多为老服务设施建在乡镇

和村部，但咸宁有很多山区丘陵，不少村民住

得离村部、乡镇很远，老人行动又不便，去吃

饭也好、享受服务也好，都不太便利。所以，

幸福合作社的建设思路，就是要‘可及、可托

付、可持续’，服务场所和服务人员都要就地

化、便利化。”咸宁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志才说。

咸宁市允许各地幸福合作社的建设因地

制宜，不搞“一刀切”，但也有一些统一要求，

比如每月至少组织老人吃一次爱心餐，不定

期开展义诊、义务理发、文化演出等活动，没

有场地可不行。但是对于村组社区来说，从

零开始盖一座房子做专门的活动阵地，成本

太高，所以，各个村湾、社区通过群众自愿捐

献住房使用权、与基层党群服务中心、村集体

企业合作共用等方式解决用房问题。

服务人员：

就近培养，专兼结合有爱心

迎着冬日暖阳，咸宁市赤壁市蒲圻街道

华舟社区的老人们三五成群来到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前的小广场，排队接受“曙光社工”组

织的义剪和义诊服务。头发花白的李福珍戴

着志愿服务“小红帽”，一边维持秩序，一边满

脸堆笑地和熟人打招呼、拉家常。华舟社区

过去是一家老企业的职工住宅区，居民多达

数万人，这里不仅房龄老，居民老龄化也比较

严重。去年 10 月，华舟社区建起幸福合作社，

身 体 健 康 、热 心 公 益 的 李 福 珍 当 上 了 副 理

事长。

“合作社对接的曙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经常组织居民开设营养、健康讲座，还派专

业 人 员 教 我 们 急 救 和 护 理 知 识 ，不 光 教 会

我 怎 么 照 顾 瘫 痪 在 床 的 老 伴 ，关 键 时 刻 还

能救命呢！”李福珍一边说一边激动地竖起

大 拇 指 。 作 为 幸 福 合 作 社 的 一 员 ，李 福 珍

负责经常巡护自家附近几位体弱多病的空

巢 老 人 。 前 不 久 ，李 福 珍 突 然 接 到 78 岁 的

独 居 老 人 魏 郁 曾 的 求 救 电 话 ，她 几 分 钟 就

赶到了魏郁曾家，发现她心脏病发作，歪躺

在 地 、浑 身 冒 汗 ，一 看 见 自 己 就 紧 紧 抱 住 ，

眼 里 充 满 了 绝 望 。“ 别 慌 、别 慌 ，有 我 们 在 ，

不会有事的，救护车马上就来……”李福珍

按照学到的救护知识，一边劝慰安抚，一边

快速找到速效救心丸，让魏郁曾含在舌下，

然 后 慢 慢 将 她 扶 到 床 上 躺 下 。“ 还 不 能 躺

平 ，枕 头 要 垫 高 一 点 ！”李 福 珍 说 。 接 到 李

福 珍 的 通 知 ，很 快 ，社 区 干 部 、社 工 们 都 赶

到了，救护车也来了，大家一起合力把魏郁

曾抬下楼，送往医院抢救。经过治疗，魏郁

曾终于转危为安。

村湾里、社区里，原本有一些热心人，但

缺乏照顾老人的专业知识，政府购买服务请

社工组织提供专业化为老服务，又存在成本

太高、社工居住较远导致紧急情况难以及时

处置等问题。然而，县城、乡村缺少养老护理

服务人才是个普遍性问题。幸福合作社成立

后，将基层党组织、志愿者与社工组织等专业

机构有效连接了起来。咸宁市民政局还创新

实施了“一家一护”家庭养老服务提能工程，

去年以来对近 2 万人开展专业化养老护理培

训。他们中有 2000 余人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可到医院、养老机构等就业，但更多人成

为群众身边的“土专家”，已经成为或可以发

展为养老服务志愿者。

咸宁市嘉鱼县新街镇港东村村民李莲秀

经过“一家一护”专业养老培训之后，便加入

了嘉鱼县“心之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为

一名志愿者。每天，她都会到自己对口服务

的孤寡老人家中，慰问巡护，帮忙做饭、打扫、

帮老人洗头洗澡等。

“村里成立了助老敬老志愿服务队，都

是五六十岁的‘年轻老人’，大家都非常有爱

心，给老人端屎端尿也不嫌弃，连老人的子

女看了都非常感动。”李莲秀说，“村里很多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我两个儿子也在外地，

大 家 都 夸 他 们 有 出 息 ，但 总 不 可 能 经 常 回

来 。 我 现 在 照 顾 七 八 十 岁 的 老 人 ，等 我 更

老了，大家也会照顾我。”志愿服务队传播的

助老敬老文化，让村里孝老、互助的氛围越来

越浓。

资金来源：

多方筹措，就地取材可持续

幸福合作社从建设到运营，资金从哪来？

一个个幸福合作社，各自从实际出发，探

出了不同的路子。严天申村湾幸福合作社靠

村民捐献住房使用权，解决了场地问题；作为

全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还争取到了

民政项目资金用于场地装修；而平时的运行

经费，则通过村组集体经济补贴、募集爱心企

业 赞 助 、本 村 在 外 成 功 人 士 捐 助 等 方 式 解

决 。“ 其 实 大 多 数 服 务 是 志 愿 服 务 ，花 钱 不

多。我们首期筹集的 3.8 万元，到现在才花了

4430 元，看，每一笔都在墙上公示呢！”刘丽

霞说。

咸 安 区 广 东 畈 村 上 屋 村 湾 幸 福 合 作 社

则把运营的责任“打包”交给了本土农业企

业咸宁市聚友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公司法

人、上屋村湾幸福合作社理事长杨六林是本

村人，近年来返乡创业，流转了村里数百亩

山地搞果树栽培，他的母亲也住在村里。“孝

敬村里的老人，也孝敬了我自己的母亲。”杨

六林说。他算了笔账，本来自己需要给七八

个 员 工 每 天 支 付 20 元 餐 费 ，每 月 得 花 4000
多元，而现在村里让他运营幸福食堂，场地

是现成的，而村里的瓜果蔬菜几乎不用花钱

买，每月他用于支付厨师工资、购买食材的

费 用 同 样 是 4000 多 元 。 现 在 ，村 组 70 岁 以

上老人和公司员工都可以在这里免费吃饭，

几乎没有增加什么成本。“组里有两个高龄

失能老人需要每天送餐，不过住得都很近，

我和爱人每天走两步就送到了，不用另外请

人。”杨六林说。

特困低保、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等

属于民政兜底对象，对他们的护理，则通过

民政部门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嘉鱼县“心

之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成林说：

“通过中标政府公益服务项目，我们已服务

了 4 个乡镇、18 个村的 128 位老人。我们主

要 依 靠 在 地 培 育 的 志 愿 者 开 展 服 务 ，对 他

们 ，我 们 按 服 务 项 目 、服 务 时 间 等 计 分 付

酬。一些没有工作的留守妇女、相对年轻的

老人通过做志愿者也能增加收入。”刘成林

在 尝 试 通 过 设 立“ 时 间 仓 库 ”，由 相 对 年 轻

的 老 人 对 失 能 半 失 能 老 人 滚 动 服 务 的 方

式，吸引更多相对年轻、健康的老人参与到

互助养老事业中来。“我们也希望通过做好

服务、做出品牌，吸引更多有经济能力的家

庭 为 老 人 购 买 服 务 ，让 养 老 服 务 市 场 更 加

成熟、壮大。”

湖北咸宁尝试破解家庭困难老人养老难题

建设幸福合作社 合作互助惠老人
本报记者 田豆豆

深冬，一场雨落，让位于三公山

脚下的安徽省枞阳县钱铺镇将军村

变得格外冷寂。唯独马路边的一间

屋舍里，不时有阵阵欢笑声传出。

循声望去，只见屋内 20 来个小孩子

围坐两桌。写春联、剪窗花，忙得不

亦乐乎。

在他们身后，是一排排倚墙而

立的书架，上面密密麻麻摆放着几

千本书。幼儿绘本、唐诗宋词、名家

画谱……不管处在哪个年龄层的人

走进这里，只要想看书，几乎都能找

到适合自己的读物。

屋舍的主人叫臧勇，是枞阳县横

埠镇的一名乡村教师。7 年前，他拿

出自有藏书，腾空一间门店，摆上几

张桌椅，办起农家书屋。“希望这间

书屋能让更多的农村孩子和乡亲通

过阅读得到精神的提升。”臧勇说。

2016年，臧勇的妻子在将军村开

了一家饭店，他也随妻子住到这里。

读书一直是臧勇最大的爱好。“成箱

的书堆在一起，找起来不太方便。于

是，我就在饭店的一角安置了几个书

架。”臧勇介绍，没承想，有不少客人

来店里吃饭时，竟主动从架子上找书

看。“那时，我感觉美滋滋的，毕竟书

的意义在阅读，不在收藏。”

但他真正下定决心创办书屋是

在 2017 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

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坐在我家

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捧着一本书，看

得十分痴迷。”作为一名有着 24 年

教龄的乡村教师，臧勇深知那是乡

村孩子对阅读的渴望。

自那之后，臧勇便把家里的一

间门店腾了出来。一侧放置书籍，另一侧摆上桌椅，一个简

易的农家书屋就有了雏形。书屋的卷帘门，臧勇从不上

锁。慢慢地，孩子们在门口等校车时，哪怕时间再短，也习

惯性进屋看会儿书。这些变化，他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在书架的侧面，记者留意到挂了一块木板，上面夹有一

沓厚厚的 A4 纸，纸的抬头写着“图书借阅登记”6 个大字。

臧勇介绍，书屋的书借阅数量和时间都没有限制，登记也全

凭大家自觉。“做这个册子，只是为了了解大家的阅读喜好，

以便及时补充相关书籍。”

登记册上，每隔几页，必定会出现一个名字——王睿。

王睿是一名初中生，自从家附近有了这间书屋，她不仅经常

来看书，还跟小伙伴相约在这里学习，假期生活充实不少。

近年来，书屋的名气越来越大。2022 年 10 月，臧勇租了

新的场地，将书屋规模扩大到 1000平方米，并添置投影、音响

等设备。与此同时，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实践能力，他还租下书

屋门前的 3亩荒地，作为科普研学基地。

还有很多人主动联系臧勇，想来送书、送活动。“我把他

们发展成了志愿者。”臧勇介绍，现在，书屋的志愿者队伍已

有 60 多人，平常还会开展古筝演奏、书法教学、阅读讲座等

公益活动。

前不久，臧勇统计了一下 2023 年书屋登记在册的借阅

人次。“足足有 400 条。”据臧勇估算，全年实际借阅人次应

该在 3000 左右。“这相当于将军村留守在家人口数的 3 倍。”

钱铺镇镇长周为庆说。

眼下，臧勇还在铜陵市区、横埠镇、钱铺镇以及黄山市休

宁县建了 4个“漂流书屋”。“当书籍流动起来，知识传递起来，

文化交流起来，读书就变得更加有趣，生活就变得更有意义，

乡村也就变得更有希望。”臧勇说。未来，他希望能遇到更

多志同道合的人，大家携起手来，用书籍滋养乡村孩子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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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不平凡的人生R

臧勇在教孩子们做手工。 本报记者 李俊杰摄

本报杭州 1月 21日电 （记者江南）为给群众提供更优

质公共服务、为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

部署，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以下简称“浙大妇

院”）牵头实施生育能力保护、出生缺陷防治、母婴安全守

护、幸福分娩促进、优育能力提升、妇幼数智创新等“浙有善

育”6 项工程，提升优生优育全过程服务，并以此带动全省

妇幼健康服务水平跃升，推动提振生育意愿、提高生育能

力、提升育儿质量。

浙大妇院党委书记吕卫国说，目前该院着力建设国家

级临床医学中心、长三角妇幼健康发展中心和省级妇幼数

字化医疗创新中心三位一体的新型医疗健康平台，为建设

“国家妇产区域医疗中心”提供支撑。

近年来，浙大妇院在就诊服务上“做加法”，在就诊环节

上“做减法”，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创新就医流程，疏通就

诊堵点。如产妇复诊，门诊推行复诊预约，线上开设舒心就

诊一站式指引、在线复诊等服务。目前该院专家预约诊疗

率达 80%，产科复诊预约率超 90%。

此外，浙大妇院牵头组建浙江省女性生殖健康研究重

点实验室，建设生殖遗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立浙江省妇

科重大疾病精准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开设浙江省生育健

康研究中医药重点实验室，融合精准医学、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在肿瘤治疗、辅助生殖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去

年，浙大妇院发起成立浙江省生育力保存联盟，全省 27 家

医院加盟，启动基层公益巡讲，提供医疗科普服务。

浙江提升优生优育全过程服务

因地制宜，利用闲置房
屋建设幸福合作社；专业培
训，打造身边养老服务“土专
家”和志愿者；多方筹资，力
保互助养老服务可持续……
湖北省咸宁市积极探索以合
作 互 助 理 念 ，破 解 特 困 低
保、经济困难、空巢独居、高
龄失能等家庭困难老人的养
老难题。

每个周末早上 10 点，家住四川省成都市

温江区千禧河畔小区的陈先生都会准时出

门，和几位朋友到附近的花都小学打篮球。

自从去年 3 月温江区部分校园体育场地开放

共享后，花都小学已成为陈先生周末的主要

运动场所。

近 年 来 ，随 着 城 市 快 速 发 展 ，温 江 区 坚

持“ 共 享 ”理 念 ，建 设 15 分 钟 社 区 幸 福 生 活

圈，累计打造了 15 个共享运动场、12 个共享

食堂、140 余个共享厕所等一系列特色共享

空间。

温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俞元峰

介绍，为满足市民就近、便利参加体育健身活

动的需求，区里在有条件的学校实行“一场双

门”，在学校体育场中设置两个进出通道，分

别服务在校学生和社会公众，向社区开放田

径场、篮球场、足球场等体育资源，打造家门

口的共享运动场。2023 年，共享运动场共开

展 300 多场运动赛事，直接辐射周边 220 余个

小区、18.7 万市民。

去年 11 月 9 日，位于温江区天府街道游

家渡社区的一家共享食堂陆续迎来用餐的居

民，其中就有李先生和他老伴。取餐盘、打

餐、用餐，李先生边吃边夸赞：“味道可以，价

钱也划算，两个人在这用餐很方便。”

据温江区天府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

任胡浩介绍，目前街道辖区内共有两个社区共

享食堂，均是社区自营模式。“我们的社区共享

食堂不仅可以解决辖区居民、商业门店业主、

上班族、外卖小哥等群体的吃饭问题，在正常

就餐时间外，共享食堂还会开展政策宣讲、社

区议事、日常防诈宣传、健康咨询等活动，让

‘小食堂’充分发挥出‘大能量’。”胡浩说。

除了共享运动场和共享食堂，温江区还

建造了 26 座 24 小时共享留灯书屋。平均每

间书屋藏书 2000 册，提供免费的座位、电源等

设施设备，全天 24 小时向市民开放。温江区

汪家湾社区有一间 24 小时留灯书屋，社区居

民代媛把和孩子一起到书屋阅读作为陪伴孩

子成长的一种方式。自从书屋建好，她每次

带孩子在附近玩耍都会去留灯书屋阅读。

此外，温江区还打造“亲邻坊·社区达人

超市”，挖掘了一批具备各种技能的社区本

土匠人达人，组建了一支 3000 余人的社区服

务队伍，以“公益+低偿+市场”的运营模式，

为居民提供 110 余项社区服务。“以前，修家

电、改裤腰、补鞋、磨刀等需要到处找师傅，

有时候还不一定能找到，现在家门口开了个

社区达人超市，提供各样修补服务，理发也

才几块钱，极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家住温

江区学府杏林小区的居民马建枝说。几年

前，她跟随儿子定居温江，家门口的社区达

人超市成了马阿姨享受服务、结识朋友的好

去处。

温江区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副主

任黄鹂表示，下一步，将以 15 分钟社区幸福生

活圈创建为支撑，持续拓展共享留灯书屋、共

享运动场、社区共享食堂、社区达人超市等共

享场景的服务功能，持续推动形成人人参与、

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四川成都温江区建设15分钟社区生活圈

共享空间，让群众幸福温馨
本报记者 王明峰

近年来，江苏省兴化市陈堡镇不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增效、菜农增收。近期寒潮来袭，陈堡镇蔬菜基地

积极采取措施，抢收蔬菜，同时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全力保障蔬菜供应。图为陈堡镇曹黄村，农民在大棚内采收蔬菜。

周社根摄（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1月 21日电 （记者白剑峰）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日

前印发《关于全面开展健康家庭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

面部署健康家庭建设工作。

健康家庭是指家庭成员履行自身健康第一责任，掌握必备的健康知

识和技能，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传承优良家风家教，家

庭环境卫生健康，家庭成员身体、心理和社会生活处于良好状态的家庭。

《通知》部署了几方面重点任务：

提升家庭健康素养。开展健康家庭知识普及，加强健康家庭科

普宣传，开展科学育儿理念和知识宣传，开展老年人认知障碍预防和

早期干预知识普及，对家庭成员开展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培训。倡

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引导家庭成员培养自主自律的生活

方式，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营造健康家庭环境。构建美丽宜居家

庭环境，鼓励村（社区）开展美丽庭院、幸福健康家庭等建设活动，引

导家庭成员养成垃圾主动分类的习惯，指导婴幼儿、老年人家庭进行

适幼、适老化改造。营造健康家庭社会环境，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

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培育优良家庭文化。培育传承优

良家风，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家庭健康促进行动，推动

健康成为新时代优良家风的重要内涵。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引导全

社会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

育儿责任，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健全健康家庭工作机制。建

立家庭健康指导员队伍。支持计生协推进家庭健康指导员队伍建

设，通过培训，承担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行为、传

授健康技能、开展家庭健康指导服务等任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日前印发通知

全面开展健康家庭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