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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各地多措并举关爱“一老一小”

日前，河北省张家口市康
保县土城子镇互助幸

福院食堂举办了一场饺子宴。 互
助幸福院的老人们坐在一起很
是开心，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
有志愿者为其送餐。

“一老一小”牵动千万家庭 ，
关乎民生福祉 。 针对农村空心
化 、人口老龄化 、家庭空巢化等
问题，康保县采取一系列举措推
动农村 “一老一小 ”服务提档升
级，让“一老一小”增强获得感。

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
探索互助抱团养老

3月 3日一早，83岁独居老
人王凤美在康保县土城子镇互

助幸福院食堂吃上热腾腾的早

餐。“食堂的饭菜很可口，想吃啥

都有。”王凤美高兴地说。

70岁的李桂珍说，自从搬入
了土城子镇互助幸福院，每天都

过着好日子。她说：“以前村里的

房子是老旧的土坯房，夏天漏

雨，冬天漏风。如今房子免费住，

房间里有暖气、卫生间，暖和又

方便。而且现在房连着房、户挨

着户，邻里之间互相帮忙关心，

再也不觉得孤单了。”

“想洗澡有浴室”“头发长了

有人理”“旁边就是卫生院，就医

买药方便”……互助幸福院里的

老人们细数着他们的幸福生活。

“互助抱团养老是互助幸福

院最大的特点。”康保县民政局

副局长吴世峰介绍，针对部分农

村老人居住条件简陋、生活无人

照顾、精神慰藉缺失等突出问

题，康保县积极探索出这一具有

地域特色的农村养老服务模式。

该县不断改进互助幸福院建设

方案，并与易地搬迁、空心村治

理等有机结合，先后建成 50户
以上规模的农村互助幸福院 21
所，吸纳 2600余名老人入住。

怡安康城是康保县最大的

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安置了农

户 7000余户约 2万人。怡安康
城管委会副主任刘洪泽介绍，针

对搬迁群众情况，他们织密社区

管理网和便民服务网，如今依托

日间照料站，社区为老年人提供

助餐、助医、康养、休闲等精细化

服务，让农村老年人也能享受城

市的便利生活。

“看病买药到小区门口的社

区卫生院，吃饭有惠民食堂，活

动到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办理医

保社保业务到为民服务中心，在

小区周边，就能把需要办的事办

完，我们的老年生活格外便利。”

家住怡安康城的老人刘永娥说。

让农村娃走出农村
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康

保县也做了很多工作。

在康保县顺安大街，紧挨着

公共体育场和全民冰雪体育综

合体，一所崭新而漂亮的学校拔

地而起，该学校是于 2023年 9月
启用的标准化寄宿制学校———

康保县顺安小学。

自从来到新学校，五年级学

生王维霞的脸上一直挂着甜甜

的微笑。她说：“学校太美了，我

终于有同学、有同桌了。”原来，

来顺安小学前，王维霞在芦家营

乡中心校上学，在她的班里只有

她一个学生。

据介绍，2022年，康保县 13
所乡镇小学学生加起来不到 500
人。部分学校在校生人数只有十

几或二十几人，“一人一班”的情

况也不少。

面对农村教学设施不完善、

很多教学活动无法开展、农村孩

子饮食起居和心灵慰藉得不到

更好关注等问题，康保县建设了

顺安小学，让农村娃走出农村，

到城里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目

前，康保县 13所乡镇小学的学
生 472人全部实现进城上学。

顺安小学学校硬件设施一

流，建有教学楼、宿舍楼以及餐

厅、浴室、风雨操场等，设有舞

蹈、钢琴、书法等多功能教室。宿

舍均按 6人间的标准建设，设有
独立的洗漱间和卫生间。

学校还实施党员教师包联

学生措施，目前 30名党员教师
包联了 97个孩子，他们充当“代
理家长”的角色，用心陪伴、关爱

着孩子们的心灵。

“以前，好多孩子表现内向，

不爱说话。短短几个月时间，再

看我们的孩子，敢说了，爱笑了，

连眼神都透露着自信。”顺安小

学校长武龙说。

为解决学生回乡和到校难

题，2023年，康保县还组织公交
车免费接送顺安小学学生，每周

五离校和周日返校的时间，公交

车“点对点”接送，解决了家长们

的后顾之忧。

用产业留住年轻人
解决留守老人儿童问题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外出

务工人员在逐步回流，这个采暖

季，张纪新城原来报停暖气的住

户中，有 100 多户申请开通暖
气。”康保县张纪镇镇长王锋说。

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

童问题，关键是能留住年轻人，

让群众在家门口过上安居乐业

的生活。

张纪新城作为康保县张纪镇

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让 11个行
政村 28个自然村的 1900余户近
6000人住进舒适温暖的楼房。为
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

展、可致富，张纪新城本着集聚区

与产业园区“两区同建”的思路，

建成了“10分钟服务区”和“三公

里就业圈”，直接把厂房“拉”进安

置点，把产业“安”在家门口，实现

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如今，该区域内已集聚品冠

农业、百磷有机肥、智慧农业鱼

菜共生等六个农业产业项目，河

北鸿蒙制氢、中智天工光伏电站

等 6 个新能源项目，华旅汇旅
游、隐宿康养等两个文旅项目。

为满足搬迁群众畜牧养殖的

需求，张纪镇还探索实施“百户千

头、助农增收”母牛代养项目，建

成孙家村养殖小区、满意养殖小

区等 20余家企业园区，让 500多
人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现在家乡就业机会多了，

双方父母年龄也大了需要照顾，

我和爱人都回来了。现在一边工

作，一边照顾老人，生活变得稳

定安逸了。”张纪新城居民宋学

芳说。

在关爱农村“一老一小”的道

路上，康保县仍然不断探索实践。

据了解，该县将新建养老服务中

心、打造农村公租房，稳步推进养

老设施改造、家庭适老化改造、日

间照料服务站、社区助餐扩容等

一批民生项目，切实织密“一老一

小”民生保障网，助力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据《河北日报》）

河北康保：

综合施策，关爱农村“一老一小”

在玉溪市江川区安化乡安

化中心小学，让留守儿童健康快

乐成长的美好愿景正逐步变为

现实。

“老师会用自己的手机让我

们和爸爸妈妈打视频电话。”“在

谈心日，可以和老师讲自己的烦

恼。”“一起过集体生日，大家都收

到了各种各样的礼物。”谈起父母

在外务工时的校园生活，安化中

心小学的几名留守儿童开心地分

享着在这里收获的温暖记忆。

走进“留守儿童之家”，只见

孩子们的心愿贴在墙上，各色手

工作品陈列展示，还有当地的彝

族乐器三弦、花鼓等可供使用。

“每周的彝族刺绣课是我最期待

的，当我绣出一个不错的作品就

很有成就感。”今年上六年级的

白雅茜同学告诉记者，虽然自己

的父母在江苏打工，家里只有爷

爷奶奶陪在身边，但丰富的校园

生活让她的生活充满了色彩。

“我们会结合学校和当地的

资源条件，定期开展微心愿及阅

读分享、远程家校联系等活动，另

外还开展腰鼓社团、月琴演奏、烟

盒舞表演等具有彝族特色的社团

活动。”安化中心小学教师黄娇介

绍，除了丰富的课外活动，还有针

对性地为每一位孩子提供相应的

关爱服务。学校实施教职工结对

帮扶留守儿童制度，建立健全教

师与留守儿童的谈心制度，定期

走访与其监护人交流，及时反馈

孩子的生活情况，做好孩子的思

想工作，努力让每一个留守儿童

体验到成长的快乐与幸福，树立

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视线转向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今年寒假期间，丰富多彩

的实践活动在全州 5170个“少
年儿童之家”展开。“我第一次学

下象棋，太有趣了，有各种战术

组合。”在麻栗坡县八布乡龙龙

村委会“少年儿童之家”，黄应凯

同学在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感

受象棋的魅力。

在文山州，每所学校的在校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花名册上，

都细致记录着孩子的父母在何

地务工，委托监护人的监护能

力、家庭收入来源、联系方式等

信息。州教体局德育科科长谢祝

介绍，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管

理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随时了

解掌握新情况。各级学校每学期

开学时要进行一次留守儿童信

息调查摸底，做到不漏一户、不

少一人。全州 4.67 万名教师与
13 万多名在校留守儿童进行结
对，确保关爱服务覆盖到每一个

需要帮助的留守儿童。

文山市实验小学北校区建

立首个学校社工站，提供危机干

预、亲子沟通、人际关系改善、情

绪管理等专业服务；广南县坝美

镇推出“试吃试住”工程，坝美中

心敬老院入住率长期保持 90%
以上。聚焦“一老一小”民生“必

答题”，文山州整合各方资源，加

快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保障“一

老一小”合法权益，“一把手”高

位推动建立关爱服务机制，一个

“少年儿童之家”搭建综合关爱

服务平台，每周“一登门”、每天

“一敲门”服务留守老人，全力守

护“朝夕美好”。

伴随着阵阵饭菜飘香，大理

白族自治州各地老年食堂散发幸

福味道，温暖着不少新老市民。

中午 11 时左右，67 岁的市
民宋昆荣来到大理市下关街道

兴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幸

福食堂，吃上了可口的六菜一

汤。“家里就有老伴和我两个人，

来这里吃饭不仅菜品丰富、口味

合适，还免费供应饮料和水果，

吃得很舒服。有时候约到朋友，

我们还在这里打牌娱乐。”

“在幸福食堂，早餐有鸡蛋、

粥、牛奶、蔬菜等多个品种可选

择，中餐、晚餐三荤三素，还变着

花样做面食，口味也特别好。就

为了这个食堂，我都舍不得离开

大理了。”从北京到大理旅居的

李阿姨，一日三餐都在兴盛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幸福食堂吃。

据了解，目前兴盛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有 4000多名会员
录入系统，到幸福食堂吃饭时刷

脸提示年龄，按不同年龄段收费

标准付费，每天有 200 多人就
餐。“去年冬至，我们为每位前来

就餐的市民免费提供羊肉汤和

饺子，中秋节举办联欢晚会，每

周六为老年人免费理发，把社区

的温暖传递给每位老年人。”服

务中心负责人王学宁说。

（据《云南日报》）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是群众关心的民生大事。回应关切

与期盼，让群众的生活更有保障、更有温度，云南省

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倾力描绘“一老一小”温情画卷，托举百姓

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