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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试点刷社保卡吃饭

7 月 18 日，江西省南昌市民
政局、人社局等有关部门相关负
责人齐聚一起，商讨解决老年人
吃饭方便事宜，最后达成一致：7
月底，南昌在全省率先在西湖区
金圣社区、西湖区铁二社区、高新
区万科南社区试点开通老年人用
社保卡刷卡吃饭。

“推出用社保卡刷卡吃饭的
目的，一来是让更多老年人享受
到该项民生举措的红利，二来是
为了加强南昌市各地幸福食堂、
老年助餐点的资金用途监管。”南
昌市民政局养老科负责人张纯荣
表示，通过推出老年人用社保卡
吃饭，南昌市将逐渐把幸福食堂、
老年助餐点全部纳入管理，不但
可实现持卡人在全市任一社区食
堂或社区助餐点通过刷卡享受就
餐补贴，还将衍生推广老年助餐
App、老年助餐电子地图等其他
功能。

青岛“黄金位置”办食堂

上个月，山东青岛公布了已
建成的276处老年人助餐服务机
构的名称、具体地址及联系电话。

对于运营食堂的企业来说，
最大的成本就是房租。青岛各街
道按照全市统一要求，给食堂运
营方提供免费的场所。为方便服
务居民，不少街道都拿出了最核
心的“黄金位置”来布局助老食
堂。青岛市北区辽源路街道是老
城区，对于建设助老食堂的场地，
街道、社区“十分敞亮”：把新建成
的 2000 平方米的文化活动中心
拿出一部分建设了助老食堂，每
天可为近300人次老年人提供助
餐服务。在寸土寸金的崂山区金
家岭街道，为了选取老年人“便利
可达”的助老食堂运营点，街道直
接租了位于海口路 33 号麦岛家
园的商业网点。

福州长者食堂融合“学堂”

如何让长者食堂办得起、办
得好、办得久，是各地面对的共
同课题。2022 年以来，福建省
福州市大力推进长者食堂建设。
福州市民政局养老处处长林燕芽
介绍，政府协调机关单位、社区
的存量房供长者食堂使用，难以
协调场所的社区由政府租赁兜
底。同时，福州市通过给予水电
气价格优惠、补贴建设资金等方
式，确保长者食堂“办得起”。
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共建也
是让长者食堂摆脱财政依赖，实
现“办得久”的可行之策。福州
市鼓楼区组建了113支志愿服务
团队，为特困老年人提供“一对
一”助餐服务。

在满足老年人用餐需求之
外，福州市“长者食堂”进一步延
伸服务功能——开设反诈骗、智
能手机使用等各类课堂，举办义
诊、花艺教学等丰富的活动。在
福州市，食堂融合“学堂”比例已
超过80%。

（《青岛日报》）

家住安徽合肥的崔兴圣今年103岁，他没有任
何老年病，一年到头几乎很少生病吃药。

按常理说，年过百岁，清淡饮食才是标配。但是，
崔兴圣的饮食习惯却出人意料——他很少吃素菜，
顿顿必须吃肉。崔兴圣还有抽烟喝酒的习惯，之前一
天要抽两包烟，现在改成一天一包烟。他每天中午都
要喝点小酒，每次喝小半杯，从不多喝。在他看来，吃
饱喝足后才有力气养生。“你别看老人家抽烟喝酒吃
肉，但是养生的常识却没有丢。多年来，他一直坚持
饭后百步走。”崔兴圣的儿子崔永贤介绍，父亲还喜
欢打麻将，平时经常和老友、邻居们玩一玩，逢年过
节，儿孙就成了他的麻将搭子。

提及长寿秘诀，崔兴圣说，自己一辈子不争不
抢，性格平和，“主要还是心态好”。崔永贤在一旁补
充说：“父亲的性格特别好，小的时候，我们做错事
情，他也从不发火，从不打骂子女。”

（《快乐老人报》）

自从老妈因病过世，天津的
大媛（化名）明显比以往忙碌了许
多。老爸以前全靠老妈伺候。老妈
一走，老爸连吃口热乎饭都难。大
媛虽然住得离老爸不远，可终归
顾不过来。而且老爸才六十出头，
大媛想着，该给老爸重新找个伴。

想把婆婆和老爸凑一对

大媛先征求老爸的意见。老
爸没明确反对，只说了句：“你妈
走了才一年，我急着找老伴，多让
外人笑话呀！”大媛心里便有了
底。

私下里，大媛偷偷给老爸物
色起了后老伴，可先后找了两三
个都不满意——要么年纪不合
适，要么根本不像过日子的人。

周末那天，大媛一家三口去
郊区看望婆婆。婆婆还不到 60
岁，但公公已经走了快8年了。最
近这几年，婆婆从丧夫之痛中逐
渐走了出来，白天在平房小院里
种点菜，有时也跟着戏友们唱唱
戏。大媛和婆婆一向亲近。中午，
擅长厨艺的婆婆特意做了一大桌
子菜。看着婆婆忙前跑后的身影，
大媛脑海里竟萌生出一个念头：
要是婆婆和老爸在一起生活该多
好呀！

丈夫和婆婆先后被说动

大媛越想越觉得靠谱。当晚，
她试探着跟老公谈，老公强烈反
对：“疯了吗？亲家变夫妻，还有比
这更荒唐的事吗？”

老公的反对，大媛早有准备：
“你想啊，咱妈自己在郊区，身边
没个人，万一有个头疼脑热，你真
放心吗？再说了，妈早晚也得来市
区跟咱们一起生活。我爸生活能
力那么差，找后老伴也是迟早的
事。如果咱妈跟我爸结合，都是实
打实的亲人，知根知底，难道不好
吗……”大媛的老公被说动了，表
示只要“两位老人愿意就行”。

说动了老公，大媛又去找婆
婆。可婆婆听说大媛要让自己嫁给
亲家，差点急眼。大媛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妈，您如果真搬去了市
区，我爸家离我们很近，我们每天
都能看到您，您还可以天天看到大
孙子，多好呀！再说了，我也没有强
迫您的意思，我爸家两个房间，您
和我爸一人住一间，如果能合得来
就搬到一起……”说到最后，婆婆
答应大媛好好考虑一下。

二老相处半年挺投缘

大媛基本做通了婆婆的工

作，又去找老爸谈。老爸哭笑不
得：“闺女，就算我没意见，你妈在
天之灵也不依呀，这成何体统
啊？”大媛一听有戏，开始紧锣密
鼓地劝：“爸，我妈在世时就通情
达理，要是知道我婆婆过来照顾
您，她会替我们感到安心的……”
就这样，择了个日子，大媛开车把
婆婆接到了市区，在老爸家的客
房里给婆婆布置了新家。

一晃过去小半年，这期间，大
媛一家三口每天下班都去老爸
家，陪两位老人一起吃晚饭。两位
老人早晨一起去遛弯，一起去购
物，晚上还一起去跳广场舞，在一
起过得很和谐。那天，大媛正在单
位上班，老爸忽然打来电话，有些
不好意思地说：“闺女，我跟你婆
婆相处这半年来，觉得挺投缘的，
我俩今后就想搬到一屋住了。”

（《今晚报》）

人们常说养儿防老，可黑龙江省大庆市87岁的
刘福荣女士却不愿和儿子一起生活。老伴去世后，她
不顾两个儿子反对住进养老院。如今六七年过去，刘
福荣说，选择在养老院生活是她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1992年刘福荣和老伴一起退休。2016年正月老
伴去世，当年9月，刘福荣就住进了养老院。在国企
工作的两个儿子很不理解，觉得母亲一个人生活他
们不放心，也担心周围的人误以为做儿子的不孝。但
刘福荣坚持自己的想法。最终，她和儿子约定，先在
养老院住一个月，不行就回家。事实证明，她很快适
应了养老院的生活，脸上的笑容明显增多。

身边的老姐妹们也不理解刘福荣。刘福荣家里
不愁吃不愁穿，和儿子一起生活不好吗？刘福荣说，
她更喜欢养老院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聊天的集体
生活。在很多人看来，在家和子女也可以聊天。但刘
福荣觉得，老年人爱唠叨，时间长了子女肯定不愿意
听；在养老院大家都是同龄人，有共同语言，挺好。另
外，白天儿子儿媳要上班，自己一个人在家整天面对
电视机，也很消耗精气神。养老院不用操心每天的柴
米油盐，可以和同龄人一起玩，周末儿子还来看她，
这样的生活正是自己想要的。 （《大庆日报》）

▶“人造风寒”易伤肩颈和肺脏

盛夏酷暑，很多人都喜欢说“自己的命是空调给
的”。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特别提醒，要谨防长
期吹空调带来的“人造风寒”损伤阳气。

“人造风寒”还易伤及肺脏。生活中，部分中老年
人平时就有咳嗽、气喘的情况，如果天天吹风扇、空
调，可能会导致咳喘加重。

▶善用电吹风、生姜缓解不适

如果发现已经受了“人造风寒”，怎么办？张忠德
分享了4个实用小妙招。

•善用电吹风 若出现颈肩部酸胀、头痛等症
状，可用电吹风的热风吹热颈肩部，可祛风散寒。

•贴敷生姜 若出现腹胀、腹痛或大便烂等，可
以在腹部贴敷生姜，温中散寒。

•按摩腹部 若经常觉得腹部凉凉的，午睡时
可以双手搓热后进行摩腹，一分钟 30 次~50 次，按
摩约5分钟。

•养生药膳 想要养肺，可适当吃点药膳。取老
鸭半只，冬瓜 150 克，茯苓、太子参各 15 克，陈皮 5
克，生姜3片~5片。将鸭肉切块放入沸水中焯水，冬
瓜切块备用。把所有食材一起放入汤煲内，加入清水
约1750毫升，大火煮沸后改为小火煲1.5小时，加盐
调味即可。此汤有健脾利湿、止咳化痰的功效。

（《羊城晚报》）

香！长者食堂刷社保卡吃饭

她把婆婆介绍给老爸

吃饱喝足才有力气养生

不顾儿子反对乐住养老院

名中医支招防“人造风寒”

“太棒了！7月底
南昌市老年人拿着社保卡

可以去幸福食堂吃饭了。”这
是网上热传的消息，江西南昌
这一招真挺“鲜”的。事实上，
最近几年，为了更好地解决老
年人“吃饭”问题，很多地

方都在想办法。

制图 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