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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老年人享受到优质的照护服
务？近年来，平陆县民政局紧盯不断增
长的养老需求，着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医
养结合服务体系，整合医疗和养老资源，
创新“智慧服务”模式，增强乡村互助养
老服务能力，通过建立多层次多样化服
务模式，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医养结合享受专业照顾

冬日的阳光不再那么刺眼，而是变得
温和，84岁的姚阿姨跟伙伴们在院子里边
晒太阳边聊天。这里是平陆县民政局公办
养老机构——平陆县养老服务中心，通过
公建民营的方式，由社会力量润泽康养服
务中心（以下简称“润泽”）管理运营。

“就在这安家了！”3 个月前，从运城
过来参观的姚阿姨一来就不想走了，“年
纪越大体力越差，买菜做饭、操持家务都
费劲，在这有现成的饭吃、房间有人打
扫，咱就散散步、看看书，多惬意。”

平陆县养老服务中心占地约36亩，建
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高低错落的楼群、
蓝顶白墙的配色，看着十分高尚典雅。宽敞
明亮的大厅设置了阅读角和娱乐区；客房
的床铺柔软舒适，床单被套干净整洁，还配
备了紧急呼叫系统、感应管控系统；生活区
内配有洗衣房、理发室、健身房等辅助设
施，确保老人生活方便和安全。

该中心负责人介绍，院里目前有养
老床位 350 张，护理人员都是经过专业
培训并通过技能考核，不仅具备丰富的
养老护理知识，还十分注重人文关怀。他
们在帮助老年人进行日常护理的同时，
如洗澡、穿衣、喂饭等，还主动和老年人
交流谈心，关注他们的情绪和健康状况，

并为老年人提供24小时全程照顾。
如何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质量？该县民政局局长马庆国认为，医养
结合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经过和多方
机构的协调，2023 年 12 月初，平陆心脑
血管病医院（原平陆自安中医心脑血管
病专科医院）入驻润泽。

对于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94 岁的
冯奶奶深有体会。选择这里，就是因为打
消了她“生病咋办”的顾虑：前院就是老
年疾病的专业性医院，不用出大门就能
看病，还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下一步，润泽将在原有的基础上设
立更多的娱乐项目及开设老年大学，在
课程设置、学习形式上下功夫，办成知识
的课堂、娱乐的场所、延年益寿的乐园，
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足不出户畅享便捷服务

“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
“这两天好多了，按摩了几次，挺舒服

的。”
在平陆县南城社区，助老人员薛永

奎再次来到82岁的老人张更姓的家里，
为他按摩护理。

老人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只
有他和老伴两个人。县民政局了解这一
情况后，通过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为
老两口办理了帮办代办、上门护理等居
家养老服务。

“这些助老人员上门给我们打扫卫
生、洗床单，还给我们理发、买药，随叫随
到，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在外面上班的孩
子也放心。”老人高兴地说。

张更姓老人所享受的，正是该县民政

局推出的社区居家智慧养老服务，针对老
年人“养老不离家”的需求，依托智慧养老
平台，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低保家庭
中的60岁以上失能老人，以及70岁以上
独居、失独、空巢老人，提供助餐、助医、助
洁、助浴、助行、助急“六助”服务。

有了这个平台，老人在家就能享受到
及时、便捷、精准的照顾。同时，县民政局提
供的政府补贴也大大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

县民政局社福股负责人赵云波介
绍，补贴是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以一个
月50元、一年600元的服务标准对老年
人进行服务。目前，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记
录了该县城区521个老人的基本信息，老
人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自主下单，他们也
可以根据老人的具体情况代理下单，为
老人提供更细心、更专业化的照顾。

“养老搭子”抱团互相帮助

机构养老以专业服务见长，老年人
住着省心、放心。不过，眼下大部分的老
年人还是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图的是

“亲友常见面、住着更自在”。县民政局
党组成员魏春生介绍，居家养老为乡村
互助养老又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平陆县
杜马乡龙源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龙源村互助幸福院是以村委会为建
设主体，协调供给房屋及场所，提供冬季
供暖设施，县、乡政府和民政部门参与投
资，购买必需的家用电器、厨具、床具、桌
椅等生活用品而建成的养老服务机构。

“我们这里住的老人主要是那些子女在
外地、暂时没有安全住房或是孤寡老人，
现在共有8户10个人。”该村党支部书记
张国强介绍。

走进互助幸福院，79 岁的老人卫婵
女正坐在院子里和伙伴们话家常。

“来来来，到我屋里说话。”老人一边
说一边打开她的房门，“外面冷，到里面
暖和暖和。”

老人住的是“一室一厅”，客厅里有灶
具、餐桌餐椅、一张单人床，以及一些生活
物品；卧室里是一张大炕和一个可以放杂
物的大桌子，还有一个供老人取暖的热风
设备。房间里收拾得很干净，床上随意放
置的几件杂物显示出浓浓的生活气息。

“我们屋里都能做饭，一家出一个
菜，就能凑成一个席。人多了不光吃饭
香，做着也有劲。”老人告诉记者，有的人
做不了饭，他们就多做点；有的人腿脚不
太好，他们就帮着买个东西。“住在一块
主要是开心，就算是谁心情不好了，我们
一块说说笑笑，一会儿就没事了。”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乡村生活方
式改变，日常照料和情感缺失是留守老
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张国强表示，老人
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大事，主要是孤
独。为此，他们把村里有基本自理能力
的老人集中安置在一起“抱团取暖”，生
活上互相帮助，精神上互相鼓励。除此
之外，村里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老人
的健康检查、居室卫生、家用设备保养等
工作，志愿服务队还会定期开展为老人
理发、送物资、过生日等活动。

“老人，尤其是健康的老人是村里最
大的人力资源。”马庆国说，这样的模式
让老人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活动，提升
的不仅有留守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还
有整个村的信任认同，打造了友好、积
极、志愿服务的氛围，为互助养老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平陆：多样化养老服务模式托起“夕阳红”
□记者 王露 张国平 杨洋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李婉玉）近
日，记者从市文旅局获悉，万众期待的
河东成语典故园将于16日正式开园。

河东成语典故园位于鸭子池生
态综合提升工程项目地块内，包括
60 组（座）公共艺术雕塑、两座主入
口标识构筑物及基座、瞭望台外立
面改造、灯光辅助照明、标识标牌、
名人名家赋词牌等配套设施，整体
雕塑游览路线约1.98公里。

60组（座）雕塑沿鸭子池主广场
和景观道路环线带状点位分布安
装，根据主题不同，分为中华祖源、
以德配天、河东传奇、家国天下、高

士流芳五大板块。
五大主题板块基本涵盖了发生

在河东大地上家喻户晓的成语典
故，比如姜嫄生民、伯乐相马、三十
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禹治水三过
家门而不入、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
心、司马光砸缸、羊皮换相、伯乐一
顾等，每个典故都闪耀着河东先民
的无穷智慧和高尚道德光芒。

据介绍，每一处雕塑前都有智慧
导览服务，游客扫码后进入小程序，开
启免费语音播报讲解，从而沉浸式体
验河东故事、河东文化。

园区经过高标准规划设计，通

过传统雕塑、立体雕像、影像艺术等
形式演绎成语典故的丰富内涵，使
成语典故从书本中“走”出来、“活”
起来，可视可触可听，更有生命力。

成语典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内容，建设河东成语典故园，
旨在展示成语典故中蕴藏的运城故
事，对于传承历史文脉、彰显河东文
化、提升城市美誉度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我市将把河东成语典故
园与周边中条山和盐湖多个旅游休
闲景点结合起来，连点成线、连线成
片，丰富盐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经营
业态，打造运城文化旅游新名片。

河东成语典故园明日开园
运城晚报讯 近日，在夏县水

头工业园区，山西省安瑞风机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广场假山上喷发出形
态各异的水柱，在阳光照射下显现
的彩虹耀眼夺目。“水通啦、水通
啦……”员工们兴高采烈、欢呼雀
跃。清澈透亮的甘泉水“入驻”整
个工业园区，滋润着 2000 多名员
工的心田。

截至目前，入驻夏县水头工业
园区的省内外企业多达29家，企业
生产和生活用水一直采用地下水源
供给。为提升园区用水质量，逐渐减
轻地下水的开采量，促进涑水河流
域水资源的协调利用，实现节约用
水，减轻水资源的紧缺压力，改善企
业供水环境，2023 年，夏县水头工
业园与县水利局联合实施了地表水
置换地下水供水保障民心工程。

该项目水源取自运城弘益水务
有限公司在夏县水头镇岳村的供水
支管，在节点处修建分水阀井及水
表井，铺设Φ1600mm钢丝网DE管
890米，与水头工业园区内的供水管
网连通；铺设 Φ110mm 钢丝网 PE
管 1120 米至山西天益调味食品有
限公司蓄水池，购置安装超声波远
传水表 5 块，总投资达 21.98 万元。
目前，项目已全面竣工，实现了园区
企业集中供水全覆盖，优化了园区
发展环境，促进了园区提质升级，为
夏县招商引资提供了坚实保障，助
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秀峰 张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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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在闻喜县任诚意煮饼食品开发有限
公司的车间里，员工们你揉我捏、你装我包，紧张赶制
订单，以确保节日市场需求。

闻喜煮饼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传统名
点有“山西饼点之王”和“国式糕点绝产”之美称。10多
年来，闻喜县任诚意煮饼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坚持“煮饼
世家、百年传承”的品牌定位，做大做强任诚意闻喜煮
饼产业。公司在发展的同时，安置了10多名困难人员
就业，带动了当地种植业和加工业的发展，为弘扬闻喜
煮饼食品文化和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作出了积极贡
献。 特约摄影 刘佳

全力生产保供应

记 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