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入职很顺利，从事新

媒体运营工作。岗位很符合

我的需求，薪资待遇和福利

保障也都挺满意 。”30 多岁

的湖南长沙市民陈小敏没想

到，通过零工市场这么快就

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一年前陈小敏辞职后，

一直想找一份离家比较近、

岗位相对匹配的工作，始终

未能如愿。今年 6 月底，她

在地铁站看到“长沙市开福

区视频文创零工市场”的大

幅招牌，打算试一试。“我以

前做的是企业新媒体运营，

视 频 文 创 类 的 工 作 都 很 熟

悉，更称心的是这个零工市

场就在家附近。”陈小敏说。

走进零工市场的大门，

前台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

陈小敏，逐项指导她填写求

职 意 向 表 。 让 她 没 想 到 的

是，第二天一早，视频文创零

工市场运营负责人胡英就打

来电话。听完陈小敏的求职

意向，胡英仔细介绍起招聘

企业的岗位信息。“推荐的岗

位都很符合我的需求，我关

心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薪

资待遇和福利保障也都解答

得很详细。”陈小敏说。

当天下午，陈小敏带上

简 历 ，再 次 来 到 零 工 市 场 。

大厅屏幕上，播放着前不久

在这里开展的一场见习活动

——零工市场运营方邀请企

业人员为湖南信息学院 100
多名有就业意向的同学做创

业与就业指导，并带领学生

深度参观体验企业，让同学

们为就业做好准备。

看着胡英早已准备好的

岗位清单，陈小敏对照自身

需求，选择了两个满意的岗

位。经过面试，一周后，她顺

利入职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的一家企业。

湖 南 省 人 社 厅 有 关 负

责人表示，零工市场作为向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与 用 工 主 体

提供就业服务的载体，在健

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优化

人 力 资 源 配 置 、拓 宽 就 业 渠 道 等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今年 6 月，湖南省人社厅出台《湖南省关于规范零工市场

建设的实施意见》，推动零工市场向“定位精准化、服务便

利化、管理数字化、主体多元化、运行规范化”方向迈进。

长沙市在推进零工市场建设中先行先试，精心打造“家门

口 ”就 业 服 务 圈 ，逐 步 形 成“一 区 县 一 特 色 零 工 市 场 ”的

格局。

“包括大型行业性、专业性零工市场等在内，目前长沙

市已建成 9 个区级零工市场，1 个湘赣边就业服务驿站，37
个社区就业微市场。”长沙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金楠说。

长沙市开福区视频文创零工市场就是其中之一。依靠

政府购买服务，这家专业零工市场公益化运营，对企业和求

职者都免费开放。工作人员介绍，“这家零工市场定位很明

确，就是为视频文创类企业和有关从业者建立高效对接的

平台。”

“我们特别注重提供就业困难帮扶、劳动权益维护指

引、政策咨询等信息，薪资待遇和福利保障是我们给求职者

推荐岗位时的重要考量。”胡英说，“市场紧贴灵活就业人员

需 求 匹 配 岗 位 ，力 争 做 到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即 来 即 招 、即 招

即用。”

胡英告诉记者，视频文创零工市场运营以来，线上线下

服 务 企 业 547 家 ，发 布 岗 位 信 息 2000 余 条 ，服 务 求 职 者

1.54 万人。其中，依托“湘就业”线上零工平台，为 336 家企

业发布岗位信息 506 条，释放招聘需求 1924 个。

湖南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对零工市场

进行分类指导与管理，推动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有效对接，让

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快就业、就好业，有保障、保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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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片太大咽不下去，可不可以掰成两半吞服？不喜欢

吃胶囊，能把药粉倒出来兑水喝吗？很多人在用药时会有

这些疑问。这些药物应该如何正确服用？记者采访了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孙楚枫。

孙楚枫介绍，通常情况下，可以通过药盒上的名称来简

单快速辨别，即药品通用名中不含“缓释”“控释”“肠溶”等

字样的药品都是“平片”，是可以掰开服用的。如果遇到以

前没吃过的药品，可以查看说明书。不可以掰开嚼碎的药

品，说明书中一般都会标明“整粒吞服”或“不可掰开或碾

碎”。这类药品如果掰开碾碎服用，可能造成药品短时间内

过量释放，甚至药物中毒等不良反应。

“有些缓控释制剂的药片中间有刻痕，遇到这样的缓控

释片，仅可以沿中间的刻痕掰开服用，不可以随意切割、碾

碎。”孙楚枫说，口服的化疗药、靶向药在使用时也要注意不

要掰开服用。

此外，孙楚枫表示，胶囊剂是将药物装入胶囊中制成的

制剂。胶囊剂的种类很多，主要供口服使用，如果没有特殊

说明，不建议把药粉倒出来服用。

这些药物如何正确服用？
本报记者   杨彦帆

■体验·民生一线观察  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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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改善在身边R

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一老

一幼”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

当前，很多城市开始探索“老幼共托”新

模式，一站式解决居民养老、幼儿托育问题。

这种创新探索效果如何？社区居民有哪些期

待？记者进行了采访。

模式创新
服务融合

循着欢声笑语，记者步入山东省济宁市任

城区南苑街道“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一群孩子

正在老人们的指导下做面点。孩子们化身小

厨师，系上围裙，手握擀面杖，有模有样地将面

团擀成皮，老人们则将面皮捏成花瓣、元宝等

造型。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平时我和爱人都

得上班。过去，白天在外面忙，既担心老人，

又挂念孩子，工作也不踏实。”家住南苑街道

的王云说，“现在，老人和孩子一起到‘一老

一小’服务中心，有人陪着老人聊天解闷，还

有 专 业 人 员 照 看 孩 子 ，我 也 可 以 安 心 上

班了。”

于波是这家“一老一小”服务中心的经营

者，他原本经营着多家幼儿园，去年经过一番

思考，决定在运营幼儿园的基础上增加养老

服务，转型做“老幼共托”。今年 5 月，“一老一

小”服务中心正式运营，进园后右转是幼儿

园，左转是“托老所”。上午养生休闲，下午书

法绘画……老人和孩子一样有了自己的“课

程表”。目前，“托老所”里已有 60 多名老人。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养老机构开始增加

托育服务。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

核桃园养老服务驿站不时传出孩子们的欢

笑。“社区很多双职工家庭大人工作忙，有大

量的托育服务需求，所以养老驿站就将托育

服务纳入进来。驿站就在家门口，接送孩子

很方便。”负责运营该养老驿站的北京怡养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路岚淇说。

养老驿站转型做“老幼共托”，一方面需

要完善硬件设施，对场地进行改造和提升。

路岚淇介绍，为优化孩子们的体验，他们调整

了灯泡亮度、桌子高度，在墙面增加了小黑

板、设计了活泼可爱的手绘图案。另一方面

还要优化管理和服务。过去养老驿站只需要

考虑为老人提供健康菜品，现在新增了儿童

餐，菜品种类也更加丰富。

目前，“老幼共托”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服

务模式，这种模式将养老服务与托育服务相

融合，在同一空间下进行老幼照料、代际学

习和互动交流。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

教 授 王 康 宁 说 ：“ 很 多 城 市 出 现 了‘ 老 幼 共

托’模式，市场上‘老幼共托’的机构增长较

快，表明这一模式能够满足不少社区居民的

生活需求。”

于波认为，“老幼共托”模式能够实现“一

举多得”：“一是场地、设施、人员等资源共享，

可降低运营成本；二是有助于促进老年人和

幼儿之间的代际交流；三是可以降低家庭照

护 成 本 ，让 家 庭 里 的 双 职 工 更 加 安 心 地

工作。”

多方支持
破解难题

岭南冬日，温暖如春。在广东省广州市

越秀区建设街道黄华塘社区颐康服务站，年

逾七十的邓伯伯正和好友一起聊天。与此同

时，在与颐康服务站紧挨着的建设街道普惠

托育园，他的外孙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户

外活动，“一老一幼”各得其乐。

该社区“老幼共托”一体化机构由稚子乐

教育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运营，公司普惠托

育项目负责人周文琪介绍，面对还在探索中

的“老幼共托”模式，企业在实际经营中也遇

到过一些困难，离不开政府部门、街道、社区

等各方的帮助。

场地哪里找？

“建设街道是越秀区面积最小的街道，在

服务场地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整合场地服务

功能，向托育机构免费提供场地，并按民用价

格计收水电费。”建设街道党工委书记杨文新

介绍，根据因地制宜的建设思路，建设街道以

黄华塘社区颐康服务站为试点，以原有服务

功能为基础，嵌入托育服务功能，实现“一老

一幼”一体化服务。

如今，在颐康服务站，一部分场地为老人

提供日托照护、康复理疗、助餐配餐、辅具租

赁等服务，另一部分场地作为托育园，为 0 至

3 岁的孩子提供托育服务。

颐康服务站和普惠托育园之间由一扇推

拉玻璃门间隔，既满足功能独立的建设要求，

又可同步实现场地共享，老幼共托，相互照应。

资金哪里来？

负责运营的稚子乐教育科技（广东）有限

公司前期投入资金对“老幼共托”场地设施进

行了装修，添置相关设备。由于托费价格普

惠，成本回收时间较长，对运营机构来说有不

小的压力。

“街道为机构争取到了向日葵亲子小屋

项目以及嵌入式社区托育点的项目建设资

金，为企业减轻了压力。”周文琪说，这不仅为

机构开展亲子活动、家长课堂、教育指导等提

供了资金补充，丰富了托育内容，也为后续拓

展服务提供了条件。

运营能否持续？

目前，该普惠托育园按服务时段收费，8:30
至 16:30 为每月 1450 元，8:30 至 18:30 为每月

1650元，并且提供每天 80元的临时托和每小时

20 元的计时托服务。“今年正式投入运营以来，

由于收费普惠、服务专业，建设街道普惠托育园

受到各界关注和家长欢迎，已基本满员。”周文

琪说。

“托育收费加上各项补助，目前运营基本

收支平衡。”周文琪介绍，“除了日常照护，颐康

服务站和托育园会结合传统节日，举办代际活

动，老人、孩子共处一堂，通过互动传递感情。”

提升品质
前景广阔

在南苑街道“一老一小”服务中心，可以

见到智能手表、智能安全穿戴装置等特别的

设备。于波介绍，“开展‘老幼共托’服务，安

全必须放在第一位。我们成立了老年人安全

设备研发团队，还拿出一笔‘健康资金’，专门

用来购置微压氧舱、跌倒报警等设备。”

如何更好地保障老人和孩子的安全，持

续提高“老幼共托”机构的服务品质？专家给

出了一些建议。

进一步明确政策指引。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焦

立涛建议，相关部门要制定推进养老托育融

合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规划，研究制定相关

建设标准，完善政策供给、人才支撑和监督管

理。考虑到托育和养老分别属于不同的部门

主管，还需要完善跨部门协作机制，凝聚促进

“老幼共托”健康发展的合力。

加快培养复合型人才。

“‘老幼共托’模式需要既懂幼儿教育又

懂老年护理的复合型人才，但目前这类人才

比较短缺；老人和孩子的需求存在很大差异，

如何兼顾满足两类人群的需要，是‘老幼共

托’模式面临的重要挑战。”于波说。

焦立涛建议，可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加

快老人照护和儿童养育复合型人才培养。同

时开展“老幼共托”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老幼

共托”从业人员素质。

完善标准与质量控制。

当前，“老幼共托”模式仍在探索中，很多

机构是从原来的托育机构、养老机构转型而

来，规模有大有小，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差别

较大。

暨南大学湾区国际智慧应急与安全发展

研究院院长卢文刚建议，应推动“老幼共托”

服务标准化，提升质量水平。比如，制定行业

服务标准，涵盖服务流程、设施设备、人员资

质、服务质量等方面。还应逐步建立统一的

服务质量评估体系，提升“老幼共托”服务的

整 体 质 量 ，增 加 公 众 对 这 一 模 式 的 信 任 、

支持。

“‘老幼共托’机构在我国有着很大的市

场需求，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相比于单一的

托儿所或托老所，‘老幼共托’能够增加老幼

互动，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中国社

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郑燕巧表示，“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

战，持续优化和完善‘老幼共托’模式，有助于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付一凡参与采写）

一站式解决居民养老、幼儿托育问题

老幼共托  一举多得
本报记者   林丽鹂   王云娜   李   蕊

■民生服务港R

左图：在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的农田里，

村民正在装运萝卜，及时供应市场。

                          李   鑫摄

上图：入冬以来，各地加大能源供应力度，

满足市场需求。图为货轮在江苏省连云港港

煤炭码头卸运电煤。             王   春摄

右图：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柏南换热

站，工作人员检查供热设备。      张晓峰摄

保供给   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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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南苑街

道“一老一小”服务中心内，老人与孩子

互动。

                    董绍进摄

图②：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

道普惠托育园开展向日葵亲子小屋活

动，小朋友坐在老人怀里听故事。

      王云娜   陈云菲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