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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月 25日是台湾光复 79周年纪念日。

岛内许多党派、社会团体纷纷举办庆祝活动，但

赖清德当局刻意淡化、否认台湾光复的历史意

义，甚至抹灭台湾先烈、粉饰日本殖民统治。其

所作所为，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认，是对两岸同胞巨大

民族牺牲的严重亵渎，令人不齿。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中

国陷入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地，台湾

更是被外族侵占长达半个世纪。为战胜外来

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统一，中华儿

女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台湾

同胞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

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真挚深沉的爱国情

怀。1945 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台湾随之光复，是永载史册的光辉篇

章。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是休戚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虽然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大

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

不可能改变。“台独”分子企图篡改、抹去这段

历史，无异于痴人说梦，注定失败。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大

肆宣扬其“台独”分裂主张，鼓吹“互不隶属”的

“新两国论”，不仅不对台湾光复进行纪念，反而

一再宣扬美化荷兰殖民台湾的所谓“台南 400

年”和日本殖民台湾的 50年，妄图以此构建“台

独史观”，混淆社会视听，毒害青年一代，为其

“新两国论”虚构历史依据。必须清醒认识到，

“台独史观”歪曲历史事实，背弃民族大义，是彻

头彻尾的谎言，是蛊惑人心的毒药，充分暴露

“台独”分子认殖民者、侵略者为父，数典忘祖、

自断根脉的恶劣本质。连自己中华民族的血脉

都不承认，连自己的民族和祖先都可以背叛，又

怎么可能对台湾民众负责？

“台独”从来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更

不会有未来。无论赖清德之流如何操弄，都

改不了两岸中国人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历

史和事实，斩不断联结两岸同胞的中华文化

纽带，抹不去台湾同胞血脉中的中华民族基

因。长期以来，民进党大搞“文化台独”、蓄

意 构 建“ 台 独 史 观 ”，无 非 是 想 通 过“ 渐 进 ”

“柔性”的方式，一步步割断两岸历史与文化

血脉，鼓噪两岸敌意对立，制造同胞心灵隔

阂，为“台独”铺路。赖清德之流必须明白一

个道理，无论是搞“激进台独”，还是搞“渐进

台 独 ”，都 没 有 出 路 ，都 必 然 要 付 出 惨 重 代

价。我们决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

动留下任何余地！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

民族复兴而终结。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

所系。广大台湾同胞秉持民族大义，坚持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合力铲除“台独

史观”这颗“毒瘤”，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与

大陆同胞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追求和平

统一美好未来，就一定能共享一个伟大国家

的尊严和荣耀，就一定能以做堂堂正正的中

国人而骄傲和自豪。

合力铲除“台独史观”这颗“毒瘤”
钟一平

晚饭后，支起小桌，摊开棋盘，一场精彩

的象棋对决开始了。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

日照街道中盛幸福院里，对弈者满脸笑意，围

观的老人们不时喝彩，十分热闹。

吃得营养、住得舒心、活动丰富，这样的

老年生活，在山东农村并不少见。近年来，山

东不断增加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将其作为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一环，在各地探索建

立“村里建得起、老人用得上、服务可持续”的

农村幸福院，让越来越多的老人在村里过上

幸福的晚年生活。

村里建得起——
因地制宜、一村一策

还未走进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黄家峪村

养老服务中心的院子，耳畔就响起悠扬的二

胡声。循声探去，活动室里，几位老人有的拉

着二胡，有的和着节拍跳舞。在养老服务中

心转一圈，小院宽敞明亮，食堂、活动室、理发

室一应俱全。

“原先，这块地是一座面粉厂，已经闲置了

20 多 年 。”黄 家 峪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黄 识 昌 说 ，

“2021年，我们在这里盖了新房，建起幸福院。”

为有效提升村级养老服务质量，近年来，

山东各地探索建立农村幸福院。像黄家峪村

这类村集体经济较强的村，可以利用本村闲

置的厂房等进行改扩建。但各村条件不同、

需求不同，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的村，怎样找

到符合实际的建设模式？

连续走访几个村庄，记者找到了答案。

“老郑，5000 元转过去了，收到了吧？”最

近 3 年，虎山镇张家结庄村村民郑世金每年都

能接到一个电话，那是老家的村党支部书记

陈花打来的，提醒他查收房屋租金。

几年前，郑世金一家外出务工，搬离张家

结庄村。2021 年初，村里打算建幸福院，但资

金并不宽裕，于是村“两委”召开会议，决定租

用一套闲置的民房，不搞大拆大建，只需进行

基础的适老化改造。

租谁的呢？经过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讨

论，决定公开征集。

“征集公告一发，就有 5 户村民报了名。

我们结合租金要求，对照标准进行讨论筛选，

一是房屋位置要临路，交通方便；二是要离村

委近，村‘两委’成员能就近协助服务；三是房

屋质量要过关，无需大规模重建，尽可能降低

建设成本。”陈花说，村“两委”最终决定租用

郑世金一家的民房。

张 家 结 庄 村 采 用 房 屋 租 赁 模 式 建 幸 福

院 ，节 省 了 建 设 成 本 ，也 让 村 民 多 了 额 外

收益。

同样面临着资金压力，日照市五莲县仁

里二村则采用了另一种模式。“我们想到了村

委大院，一是面积大，可以新建房屋供老人居

住；二是原先的会议室、活动室能供幸福院使

用，减少资金投入。”仁里二村党支部书记李

传超说。

“建设农村幸福院，要秉持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的原则，坚持因地制宜、一村一策。通

过创新建设模式，扩大幸福院普及面，才能让

更多老年人享受到家门口的服务。”山东省民

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宋坤说。

老人用得上——
饭菜可口、就医便利

为推进养老服务升级，青岛市采取政府

引导、市场化运作方式，将全市农村幸福院升

级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引入专业服务平台，

统一交由大型养老机构托管运营，推动专业

服务辐射村居。

今年春天，家住青岛平度市新河镇顺河

社区的顾华由于忙不过来，将家中 80 多岁、腿

脚不便的父母送到了村里的新河福寿源养老

服务中心，请他们暂住一阵。

走进这家养老服务中心，楼道敞亮、空气

清新，绿植和排椅间隔摆放；房间设施齐全，

配有电视、独立卫生间、智能呼叫系统等；在

一楼，还有一个特别的用餐“一元区”。

“去年 4 月以来，市里出台了助餐补贴政

策。70 岁以上老人，每人每天补贴 4 元，个人

每天仅交 1 元，就能吃到营养可口的饭菜。”新

河镇副镇长孙鑫介绍，为满足农村老年人就

医需求，新河福寿源养老服务中心开设诊所、

保健室、护理室，为老年人提供医养健康等

服务。

顾 华 的 父 母 本 来 只 计 划 在 中 心 住 几 个

月，但住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想要长住下去。

“看到父母身体健康、精神足，我就放心了。”

顾华说。

近两年，山东各地发展农村“幸福院+N”

模 式，整合力量、链接资源，提供助餐、问诊、

护理等丰富的养老服务。面向居家养老人

员、特困老人，一些地方将幸福院委托给专业

服务机构运营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将助洁、助餐、助医、助急、助浴等服务送

至老人家中。各地幸福院服务呈现专业化、

精细化、个性化趋势。

服务可持续——
多元筹资、多方参与

2021 年，五莲县红泥崖村幸福院开始运

营，可没过多久，村党支部书记张守英就犯了

愁：“吃饭的老人有 80 多名，如果肉和菜都靠

购 买 ，每 个 月 除 了 政 府 补 贴 还 至 少 得 花 费

4000 元。”

想把幸福院持续办下去，资金保障是关

键。在山东，有的农村幸福院委托给大型机

构运营后，机构可以通过社会化服务、政府补

贴等方式实现盈利；像红泥崖村这类靠村集

体自己运营的怎么办？

山东挖掘利用各方资源，探索“政府补一

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筹资模

式。对符合相关条件的农村幸福院，政府给

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在集体经济较好的地方，

由村集体出资维持日常运营管理；在县乡财

政不富裕、集体经济较为薄弱的地方，通过慈

善组织、爱心企业等渠道筹集资金，同时鼓励

创新探索低成本运营措施。

红泥崖村就尝试了“小菜园”工程。张守英

注意到，村里幸福院后面有一片闲置用地，“能

不能把这块地改成小菜园，村里出种、出苗，产

出的蔬菜专供幸福院？”于是，她领着大伙用掺

了肥料的土把这块地垫了起来，组织会种菜、爱

种菜的老年人和本村党员一起种蔬菜。

“13 亩地，一个夏季，就能产出芸豆、茄

子、黄瓜等蔬菜近 5000 斤，一年至少能为我们

省下一半的食材成本，大大减轻了采购费用

压力。”张守英说。

除了资金问题，许多幸福院还面临着人手

紧缺情况。为了破解农村养老服务人员欠缺的

难题，山东省出台相关方案，提出按需开发一批

乡村公共服务、老年助餐等养老服务岗位。一

些地方开始探索党员干部带头、社会组织发动、

热心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互助”路子。

同时，为保障幸福院的服务质量，多地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搭建智慧养老综合

管理服务平台。“平台与市场监管等部门互联

互通、数据共享，对幸福院全方位监管；针对

居家养老的群体，我们通过远程网络等设施，

监督服务质量。”宋坤介绍。

“山东省 60 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口数量有

1000 多万，比城市老龄化率高，未来农村养老

任务依然艰巨。”宋坤表示，下一步，山东省将

持续将养老资源向农村倾斜，着眼于服务的

普惠性、可持续，立足实际、因村制宜，创新农

村幸福院运行模式，让更多农村老年人养老

不离村、幸福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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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探索建立农村幸福院—

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家门口的服务
本报记者   李   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事关亿万农村老年人幸福生活，事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近日，记者走进山东等地，看各地怎样探索多元化农村养老服务。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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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池埠村

长者食堂里，志愿者在为老人理发。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图②：日照市五莲县许家庄幸福院

食堂里，老人们在用餐。

五莲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黄家峪村

养老服务中心内，志愿者在陪老人剪纸。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①①

听闻，在河北衡水故城县的

村民家里，生活污水都“不见了”，

记者决定去瞧瞧。

早晨 7 点，阳光洒满农家院。

在故城县房庄镇大梧茂村，村民

牟朝霞忙前忙后。小院里是个菜

园，种有豆角、大葱等。

院子一角，牟朝霞转动一个

红色水龙头开关，清澈的水流便

顺着一根软管流向小菜园，“趁着

这会儿有时间，赶紧把咱家地浇

浇。”牟朝霞说。

让人有些惊讶的是，这些浇

地水并非自来水，而是来自牟朝

霞家经处理后的生活污水。

在红色水龙头旁边，记者看

到，有两个在一般农家院里很少

见到的圆形盖子。“这盖子下，就

是咱家的污水收集池。”牟朝霞

说。过去，洗碗、洗衣这些生活污

水没法浇地，浇地得用自来水。

而生活污水一般都泼在院子里或

排在屋外，时间长了，有时还有味

儿。现在生活污水统一进入污水

收集池的第一格，经隔油沉淀后

流至第二格。第二格里装有小型

抽水泵，通过软管与厕所相连，处

理后的水既可冲厕，又可通过另

一软管引至菜园浇地或院内泼洒

抑尘，一举多得。这套系统的储

水量达半吨，可供 2 至 6 人的家庭

使用。

牟朝霞说，冲厕后的污水会进入一个收集瓮，“现在村

里家家户户都与污水处理站建立了联系。只需一个电话，

吸污车开到家，把污水收集池和收集瓮都清理干净。一般

一年清理一次就够了，一次只要几十元。”

污水转运是污水处置的重要一环。为此，故城县建立

了农村厕污智慧管理平台，收集全县所有镇村污水处理的

详细信息，并对运输车辆定位跟踪、科学调度。

从牟朝霞家清出的污水，会被吸污车运送到房庄镇粪

污水处理站。步入处理区，只见厌氧反应器、膜生物反应

器 、接 触 氧 化 池 等 各 种 设 备 有 序 运 转 ，对 污 水 进 行 深 度

处理。

“我们这儿日处理污水 50 吨，覆盖周边 54 个村。”处

理 站 负 责 人 刘 泽 英 说 ，污 水 处 理 后 达 到 国 家 规 定 的 农

业灌溉标准，能满足周边 30 多亩农田的灌溉需求，而产

生 的 污 泥 和 粪 渣 ，则 可 制 成 有 机 肥 ，供 周 边 农 户 免 费

使用。

处理站院内，董学村村民高贵兰正忙着将污泥和粪渣

装车。“运回去堆肥。这肥壮着哩！每周我都过来，运回去

储存到村北自家地头。等到庄稼施肥的时候，就派上用场

了。”高贵兰说。

最大程度将污水回收利用，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途径。“通过这种分散收集、集中治理的‘厕污并治’模式，

故城县实现了对农村生活污水的清洁化管控、无害化处理、

资源化利用。该模式无需大规模建设管网，具有建设成本

低、设计建设易、运行效率高、运维难度小等特点。”衡水市

生态环境局故城县分局局长贾长绪说。

污水变成再生水，环保又经济。“废水回收利用后，村里

以前那些让人头疼的臭水沟、臭水塘现在基本没有了，池塘

水清了不少，村民们的生活和卫生习惯在慢慢改善。”大梧

茂村党支部书记苏章宝说。

目前故城县已解决 13 个乡镇所在地、中心村等重点区

域，以及大运河等重要水体沿线村庄的生活污水处理问

题。其中大运河故城段沿线 64 个村庄全部实现污水循环

利用。

实现对农村污水的资源化利用，对当地水生态治理维

护意义重大。贾长绪说：“故城县是深层地下水超采区。近

年来，经过地下水压采治理，水位线已明显回升，但全县水

资源仍不富足。通过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让废水成为

可利用的再生水，持续节约用水，涵养地下水，才是发展的

长远之计。”

如今，故城县已建成县、乡、村三级污水处理厂（站）27
座，日处理规模可达 6.5 万吨，8.9 万户农村常住居民因此受

益。按计划，故城县将在 2025 年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

庄全覆盖。

河
北
故
城
县—

—农
村
用
上
再
生
水

本
报
记
者  

史
自
强

■在现场R

一版责编：许   诺   张帅祯   栾心怡

二版责编：蒋雪婕   郭雪岩   张安宇

三版责编：吴   刚   周   輖   李欣怡

四版责编：袁振喜   刘静文   窦   皓

10 月 30 日，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风景区秋色渐浓，湖水、水杉与朝霞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秋日晨景图。 张远明摄（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10月 30日电   （记者齐志明）今年“双 11”网

购促销活动已拉开帷幕，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消费

者合理消费，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

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发布“双 11”消费提示，

提醒广大消费者享受购物乐趣和便利的同时，也需警惕一

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

一是选正规信誉好的平台，避免私下交易。建议消

费者在网购时，首选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诚信正规电商

平 台 。 下 单 前 了 解 清 楚 平 台 推 荐 商 品 的 来 源 、功 能 、质

量、价格、售后等情况，不被明显低价所误导，不轻信库存

紧张等诱导式营销和剧本式营销。通过平台提供的正规

支付渠道付款，切勿转账至个人账户。二是要弄清楚优

惠规则，当心虚假打折优惠。三是保护个人信息，扫码返

利需谨慎。四是不要点击陌生链接，谨防因信息泄露导

致资金安全风险。五是要按需购买不浪费。六是注意先

查验后收货。七是妥善保留消费凭证。消费者网购时要

提 前 了 解 退 换 货 政 策 ，要 有 存 证 意 识 ，妥 善 保 留 购 物 发

票、订单信息、聊天记录、商品宣传广告等相关凭证作为

消费维权证据。

京津冀消协组织联合发布
“ 双 11 ”消 费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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