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为大、民生为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关心老年人的幸福安康。

9 月 26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托育

产业。

河北省近年来依托现有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社区老年食堂或设置老年餐桌，

支持社会餐饮企业或养老服务机构为周边社区老年人提供就餐、送餐等服务，推进农

村幸福院、互助点、孝老食堂建设等，不断满足老年人就餐需求。

——编 者

■深阅读·发展养老托育产业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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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陵水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程师宋波

开始了今年的南繁时间。

每年 9 月中下旬到翌年 5 月，是农

业 科 技 人 员 的 南 繁 时 间 。 在 海 南 国

家 南 繁 科 研 育 种 基 地 ，得 益 于 独 特 光

温 条 件 ，农 作 物

的 加 代 、扩 繁 等

工 作 可 以 继 续

进行。

插 秧 前 ，宋

波先将写有编码

的标牌插在苗床

左 上 角 ，然 后 拿

起 两 根 棍 子 ，先

用 长 的 比 ，又 用

短的量。长的一米二，短的一尺多。

“这次插秧的育种材料，带有抑制

杂草生长的性状基因，所以苗与苗之间

的行距要分清，便于日后观察效果，设

计的株行距是 40 厘米，每行插 4 株。”宋

波说。

宋波插秧，并不使用插秧机，而是挽

起裤腿下田，一株一株地插。

见记者不解，宋波解释，每一株科研

材料的遗传背景都不一样，只有单株插

秧，才能在大量的育种材料中选择表型

良好的品种。

据介绍，这批材料已经创制 3 年多，

将减少除草农药的使用，今年 12 月底就

能检验性状成效。

宋波边插秧，边聊起所里的科研新

动向：“水稻育种方向正在发生变化，过

去以产量为主，现在兼顾提高营养价值

和品质口感。”

“上午收到北京寄来的水稻秧苗，下

午咱们就能插秧。这多亏了刘华招。”宋

波说，“听说有秧苗寄过来，他早早就留

好了地，联系了插秧工人，上午就造好了

苗床。”

刘华招是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高级工

程师，也是海南分子生物育种基地负责

人，在南繁已有八九年。

刘华招说：“以前，从找地到育种都

要科研人员自己操作，过程繁琐，住宿生

活等成本也比较高。这两年，海南创新

种业服务模式，第三方公司能为南繁单

位提供代种代繁等服务，可以帮助科研

单位省去租地雇工等工序，还能让种业

企业降低成本。”

在南繁，科研力量也在助力地方经

济发展。“现在更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

和 应 用 。”刘 华

招 介 绍 ，本 地 大

米 口 感糙、产量

低 ，他 们 研 发 的

新 品 种 南 香 丝

禾 ，亩 产 千 斤 以

上，口感好，亩均

增收 1000 多元 ，

帮 助 当 地 解 决

了 长 期 以 来 的

夏季土地撂荒问题。

据 海 南 省 南 繁 管 理 局 统 计 ，去 年

来 自 29 个 省 份 的 农 业 科 技 人 员 已 经

超 过 1 万 人 ，科 研 单 位 和 种 业 企 业 的

数量也突破了 1000 家。

抬眼望，远山青青，云雾缭绕；近旁

的稻田，这边的秧苗开始插播，那边的稻

穗马上收割。这片热土，一年四季充满

生命力。

南繁基地探育种
本报记者 周亚军

■在现场R

弄清楚该做什么、不该做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捆住

一些人乱作为的手脚，放开广

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

业的手脚，把广大党员、干部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

发出来”。

读懂管住手脚与放开手脚

的辩证法，才能更好把干净和

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

管 住 手 脚 为 的 是 守 住 底

线。党纪国法是不可逾越的底

线，也是红线，是“紧箍咒”，更

是“护身符”。党员、干部必须

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

工作生活，不折不扣执行党的

纪律和规矩，方能行有所成、行

稳致远。

管住手脚，也是为了遵循

规律。农业生产要顺天时，生

态治理要量地利，培育产业要

懂市场……履职用权必须尊重

科学、实事求是。杜绝权力“任

性”，不“拍脑袋”决策、“拍桌

子”立项，才能真出业绩、出真

业绩。

放开手脚，意味着敢作敢

为。从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到向宇宙深处

进发，从 向 贫 困 堡 垒 发 起 总 攻 ，到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共 和 国 壮 阔 征 途 上 ，留 下 一 串 串 一 往 无 前

的足迹。无论是把深水区改革继续推向深入，还

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无不需要党员、干部

挺身而出、动真碰硬。

放开手脚，也需要解放思想。改革发展日新月

异，旧方法不灵了，老套路失效了，机械执行往往“水

土不服”。党员、干部必须转变思路、调整方法，将

“吃透精神”与“摸准情况”结合起来，以创造性执行

推动高标准落实。

能否做到既管住手脚、又放开手脚，关键在于政

绩观。以人民利益为准绳，以国家需要为使命，便不

难把握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界限。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叮嘱树牢正确政绩观：“不要

有大干快上的冲动，也就是不能不按规律办事，急

功近利 、急 于 出 成 绩 。 要 把 这 种 浮 躁 心 理 、急 躁

心 态 都 压 下 来 ，扎 扎 实 实 、踏 踏 实 实 地 搞 现 代 化

建设。”

管住手脚与放开手脚并不矛盾，二者统一于真

抓实干。

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

就没有硬气，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管住手脚，才能

真正放开手脚，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确保既

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

管住手脚不是缩手缩脚，“管得严”决不是不作

为的理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恰恰是为了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不

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

大事。

放开手脚干，就有可能失误。必须敢于为担当

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才能让愿担

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全面深化改革越是向纵深推进，触及的利益矛

盾越复杂尖锐，动奶酪遇到的干扰越多、阻力越大。

只有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才能让广大党员、干部把遵规守纪

刻印在心，把责任担当扛在肩头，放开手脚干事、甩

开膀子创业。

管
住
手
脚
与
放
开
手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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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优化基

本养老服务供给。调查显示，老年人对助餐服

务的需求强烈。今年中央财政安排 3 亿元引导

资金，支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

记者了解到，河北省多措并举，在探索老

年助餐服务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

完善设施，织密老年助餐
服务网络

中午，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青园街第三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的“幸福食堂”散发出阵

阵饭香。选上几份菜，点上一份主食，再来一

碗汤……居住在附近的老人陆续前来用餐，不

一会儿，食堂里就坐得满满当当。

68 岁的何志勇刚刚在体育馆打完羽毛球，

一进门，食堂师傅范龙庆就热情招呼：“老何，

今天有窝窝头，来一份吗？”

“好啊，来一份尝尝。”选好餐，何志勇找了

空位坐下。老伴儿去世后，他一个人在家就不

怎么做饭。“以前要么去市场买点回来凑合吃，

要么就去饭店吃，价格贵不说，还不方便。”何

志勇的话，也是不少独居老人的心声。

青园街第三社区 60 岁以上的居民占常住

总人口的 1/3。为了解决老年人居家养老面临

的做饭难、吃饭难等问题，社区改造党群服务

中心，在其中建设“幸福食堂”。“60 岁以上老年

人在食堂用餐享有折扣。”青园街第三社区党

委书记吕科芳说。

在 石 家 庄 市 ，不 仅 社 区 建 起 了“ 幸 福 食

堂”，养老院里也开设了面向社区老年人的老

年餐桌。

清晨，家住新华区鑫城小区的八旬老人张

芬芬在公园散完步后，步行 10 分钟，到小区门

口的“家外家”养老院去吃早餐。

“家外家”养老院门前，8 张桌子依次排开，

坐满了前来就餐的老人。一碗小米粥，一个花

卷，配上两道爽口小菜，张芬芬吃得很舒心。

“离家近还免费，这儿还有很多同龄人，大伙儿

除了吃饭，还能聊天解闷。”张芬芬说。

“家外家”养老院附近有好几个小区，老年

人用餐需求大。“每天早上，我们在养老院为孤

寡老人、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提供免费早餐，

中午则在社区的‘幸福食堂’提供助餐服务。”

“家外家”养老院业务主管刘春燕说。

“目前，石家庄市已实现街道老年助餐服

务全覆盖。”石家庄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黄少华介绍，未来将进一步织密老年助餐服务

网络。

优化服务，打通送餐的
“最后一公里”

临近 11 点，唐山市路北区山西北里社区，

老年餐桌配送点分餐员王淑英打开门锁，开始

营业。几分钟后，一辆配送车开到门前。打开

车门，司机拎着两大袋餐食走了进来，“这里有

5 份套餐、3 份单点主食和 1 份小份菜。这是明

细表，你看看对不对？”

餐食来自一公里外的路北区煤研分院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对着呢，没问题。”核对

明细表后，王淑英把餐食放进保温箱，等待社

区的老人们陆续来取餐、用餐。“如果老人有需

要，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还有专职送餐员提供付

费的上门送餐服务。”王淑英说。

唐山市成立“一老一幼”公益基金，引导

社会力量投入养老服务，建成街道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50 余家。在支持养老服务中心提供

“孝老食堂”堂食服务的同时，唐山市还积极

探索“老年食堂集中配餐+助餐点助餐+送餐

上门”模式，鼓励企业、社区为老年人拓展餐

食配送服务。

依托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路北区在还

不具备建设“孝老食堂”条件的社区设置了“老

年餐桌”配送点。“每天下午社区微信群里会发

次日的菜单，居民们接龙订餐，第二天中午来

配送点取餐。”山西北里社区党总支书记刘蕊

说，如果不方便用智能手机，老人也可以打电

话订餐，用现金交餐费。

11 点 半 ，配 送 点 的 餐 食 已 被 取 走 大 半 。

刘蕊下班路过，发现居民闫秀荣订的餐仍未

取走。

“闫姨这两天正腿疼呢。”确定闫秀荣没预

订上门送餐服务后，刘蕊打算将餐盒送到老人

家中。“社区志愿服务可以保障老年人助餐服

务打通‘最后一公里’。”刘蕊介绍，针对行动不

便的老人，社区组织志愿者提供免费上门送餐

服务。

从配送点出来，穿过几栋居民楼就是闫秀

荣家。开门接过餐盒，闫秀荣连声感谢。

“我们将继续挖掘资源潜力，鼓励和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唐山市民政局养老

服务处处长米文娟说。

多方助力，保障农村老年
助餐质量

“ 卫 华 ，今 天 吃 点 啥 呀 ？ 我 都 闻 着 香 味

了。”中午，承德市滦平县红旗镇河东村，83 岁

村民王进荣走进老年幸福大院。

“今天午饭有炖鸡腿、炒角瓜、大葱炒肉、

大米饭……”话音未落，幸福大院的负责人刘

卫华迎了出来，“大家伙儿先进屋坐，一会儿就

开饭！”

河东村老年幸福大院，也叫互助幸福院。

几年前，为了解决农村老年人吃饭问题，村集

体通过申请政策扶持、协调企业支持，历时两

个月建起这个“大食堂”。“在院里吃饭，饭菜种

类丰富，就餐环境舒适。”王进荣说。

助餐服务，食品安全尤为重要。滦平县对

全县养老机构的食品安全作出规定，采取三餐

留样不少于 48 小时、加强厨房卫生检查等措

施，保障老人饮食安全。结合县里规定，河东

村制定了食品卫生管理、食品安全培训和食品

安全承诺三项制度，把牢食品进货关和食品质

量关，依规履行食品信息公示制度。

集体补一点、企业助一点、个人出一点，

在多方力量的参与下，河东村互助幸福院每

年为 70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助餐服务超过

5000 人次。河东村党支部书记曲国刚介绍，

村里申请了政府项目资金政策扶持，县民政

部门不定时为幸福大院提供米面油等物资，

再加上本地企业的资助和党员干部、社会爱

心人士的热心捐赠，幸福大院的食材供应等

基本得到保障。

“按照‘政府搭台、村居承办、居民互助、个

人自愿、社会参与’的总体原则，承德市 9 个涉

农县（市、区）建成了以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为中枢、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为支撑、村级

互助服务设施为基础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

网络。”承德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牛立杰

说，将持续探索，切实做好服务。

河北多措并举发展老年助餐服务—

食堂建到家门口 就餐便利又省心
本报记者 邵玉姿

近年来，天津市推进渤海综合治理与美丽海湾建设，因地制宜打造各湾区岸段的特色亮点，提升生态颜值。图为 10 月 15 日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岸段。

张明伟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