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只需在智能设备上
按一个键或说一句话，社区志
愿者便会上门提供帮助；穿戴
式设备实时监测老人心率、血
压等体征数据，自动预警健康
异常状况；智能屏幕连接老年
大学线上课堂，老人足不出户
享受优质教学资源……在湖
北省武汉市江汉里社区，数字
化平台凝聚多方力量，形成居
家养老服务的强大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强调：“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
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
老服务。”随着人口老龄化
快速发展，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日益重要且紧迫，需要解
决好养老服务需求巨大和
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把
新一代数字技术融入老龄
事业发展，以智能平台打造
社会养老共同体，有利于集
成全社会养老资源，形成权
责分工明确、信息共享互通、
服务有序衔接的养老服务供
给网络。

充分发挥智能平台“信
息整合”功能，打通养老信息
平台。一方面，将多元养老
服务嵌入到智能平台，提供

“一键式”菜单化定制服务，
方便养老服务供需快速对
接。比如，开发拟人化操控
系统，融合影像娱乐、老年大
学课程等线上资源，丰富老
年人精神生活；穿戴式设备
识别异常的健康数据，为家
庭医生在线或上门诊疗服务
提供指引；等等。另一方面，
为老年家庭提供最易于使用
的适老化智能服务终端。通

过语音识别、简单的点触操
作建立起适宜于老年人的人
机交互模式，就能提升老年
用户操作便捷性。

充分发挥智能平台“资
源整合”功能，解决养老资源
错配问题。一方面，智能平
台可以通过深度融合线上、
线下服务渠道，实现不同主
体间养老资源共享、分工责
任明晰、服务流程优化，全面
提升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效
率与服务效能。另一方面，
采用政府主导和市场运营相
结合的方式，建设养老服务
中心，负责数字平台运营管
理，纵向对接政府行政部门，
横向联结区域内养老院、卫
生服务中心、老年大学等相
关机构，按需调配家庭医生、
护工、志愿者、灵活劳动者等
资源为辖区内老年家庭服
务，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减少资源错配造成的浪费。

以智能平台建设社会养
老共同体，有助于实现社会
养老与家庭养老的融合发
展。尽管当前养老模式呈现
多元化发展态势，但家庭始
终是我国养老的主体。以开
放式智能养老平台建设为契
机，整合社会资源嵌入万千
家庭中，强化家庭赡养功能，
能实现养老服务的高效共享
共用，促进社会养老和家庭
养老的协调融合。形成以老
年家庭为中心，以智能平台
为依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大养老服务格局，有助于探
索出一条中国式智慧养老新
路径。

借力智能平台，打造社会
养老共同体，推动多元主体的
高效协同和有机衔接，必将不
断满足老年人多层次、个性化
养老需求，为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提供有利条件。

（王 璋）

以智能平台打造
养老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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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中，重点针对疫情防控用药
械开展检查。在药品生产企业，重点
检查企业是否存在生产批量、场地、工
艺变更情况，是否按批准处方和工艺
进行投料生产，生产原始记录是否完
整准确等内容，同时对保供用医用氧
生产企业、防疫感冒类药品生产企业
以及第二类精神药品生产企业开展了
全面检查；在药品批发连锁总部，重点
排查企业是否为他人违法经营药品提
供场所、资质证明、票据等，存放药品
仓库条件是否符合规定，药品摆放分
区是否合理，台账是否清晰，抽查“四
类药品”购销渠道是否符合规定，抽查
特殊药品及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是否
流入非法渠道、是否进行现金交易等；

在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重点检查企业
是否按照规范要求组织生产、是否存
在安全生产经营隐患；在化妆品生产
企业，重点检查原料来源、产品标签宣
称是否符合规定，产品是否按照备案
的配方组织生产等。

四 平 检 查 分 局 高 度 重 视 此 项 工
作，按照省药监局专项检查重点工作
要求，结合“五化”工作法，制作风险隐
患排查行为模板 5 个，保证各监管单
元检查尺度一致、不走过场。截至目
前，检查“两品一械”企业 18 户次，发
现风险点 3 个，对个别企业因疫情原
因集中大量到货，人员阳性造成减员，
导致库房管理不到位、企业加班加点
生产，台账记录不够及时准确，企业对

疫情防控相关政策法规了解不够等问
题，执法人员责令存在问题的企业立即
改正，并在现场开展法律法规宣传，要

求从业人员认真学习执行法律法规，树
立企业是产品质量第一责任人意识，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用械安全。

强化责任意识 保障质量安全
——省药监局四平检查分局开展节前“两品一械”风险隐患排查

全媒体记者 刘莉

春节来临之际，市第一实验小学校组织开展“翰墨飘香迎新春 团团圆圆中国年”主题活动，进一步丰富学生节日文化生活，引导学生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全媒体记者 刘莉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崔圣
驰）新春将至，岁寒情深。在新
春佳节来临之际，为把关怀和温
暖 送 到 包 保 困 难 群 众 身 边 ，近
日 ，按 照 市 委 统 战 部 的 统 一 部
署，民盟四平市委会慰问双辽市
红 旗 镇 义 顺 村 对 口 帮 扶 的 3 户
困难群众，并为他们送去慰问品
和新春祝福。

民盟四平市委会的盟员详细
了解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家庭
成 员 身 体 健 康 及 家 庭 收 入 等 情
况，鼓励他们保持乐观、积极向上
的生活态度，坚定生活信心，努力
创造美好生活。同时，为 3 户家

庭送上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此次活动中，困难群众的慰

问品是由民盟四平市委会市直机
关三支部的盟员共同捐助，市直
机关三支部已连续三年为民盟四
平市委会春节前走访慰问工作提
供支持。据悉，市直机关三支部
自成立以来，始终积极参与盟内
外爱心公益活动，支部盟员先后
参与关爱残障儿童、慰问孤寡老
人、慰问退伍老兵等多项爱心志
愿服务活动，秉持民盟关注民主
的优良传统，持续推进社会服务
工作走深走实，为实现多党合作
事业薪火相传贡献民盟力量。

新春送温暖 关爱暖人心
民盟四平市委会开展慰问困难群众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崔圣
驰）为进一步弘扬“乐于助人、扶
贫济困、奉献社会、热心公益”的
志愿服务精神，引导人们崇德向
善，近日，铁东区解放街解放社区
举办了“爱心驿站”启动仪式。

仪式结束后，精英联盟的志
愿者将购买的大米、面粉等生活
物品，为社区低保户、残障、困难
居民等人员发放，并送去节前的
温暖和关怀。“谢谢社区、谢谢志
愿者们对我们这些老人的关心，
让我心里感到十分温暖。”行动不
便的牛大娘握着志愿者的手激动
地说。

铁东区解放社区书记白雪一
边为困难居民登记信息，一边将
物品发放给居民。白雪说：“‘爱
心驿站’的启动，标志着社区保障
和改善民生有了新的着力点。同

时，我们对收到的物品以及赠出
的物品情况进行登记，确保平台
功能不断完善，服务不断升级，管
理不断优化，更好地发挥利民惠
民和帮困作用。”

记 者 看 到 ，在“ 爱 心 驿 站 ”
里，衣物、棉鞋、电烤箱等爱心人
士 捐 赠 的 闲 置 物 品 整 整 齐 齐 地
摆 放 在 柜 子 里 。 据 驿 站 工 作 人
员介绍，解放社区“爱心驿站”是
由 解 放 社 区 联 合 精 英 联 盟 共 同
创 建 的 为 社 区 弱 势 群 体 提 供 救
助的新型服务平台。“爱心驿站”
由社区指定专人管理，通过动员
爱心人士捐助衣物、生活用品等
闲置物品，达到常年为辖区内的
低保户以及丧失劳动能力、无依
无 靠 的 孤 老 残 幼 等 弱 势 群 体 无
偿提供物质帮扶，以解决他们的
生活困难的目的。

打造“爱心驿站”
汇集惠民力量

1982 年，张文开始研究农业技术，
1985 年到 1990 年的 5 年间，经过不断
失败和反复尝试、连续观察研究，他终
于攻克了水稻立枯病这一难题。1997
年，张文创办双辽市余粮水稻研究所，
开始研究盐碱地改良技术。次年，村
民栽植的 100 公顷旱作水稻全部大丰
收。2000 年 9 月，张文研发的“水稻移
栽旱作栽培方法”获得第九届中国专利
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丰产栽培技
术在全省推广。目前，他研发的盐碱降
解肥的效果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盐碱地
农场所接受，有效帮助更多的农民实现
水稻高产、优质、高效。

2002年，张文成功培育出抗逆性强
的节水水稻新品种“文育302”，通过吉林
省农作物品种委员会审定，达到了国内
同类研究先进水平。2009 年 9 月，张文
奔赴湖南，向我国著名水稻专家、“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汇报了他的研究
成果。时年 79 岁的袁隆平听后高兴地

说：“‘水稻垄系栽培’是水稻栽培史上的
创举，创造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将无
法估量。”

截至目前，张文已拥有科研成果
40 项，其中“文育 302”稻种获吉林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盐碱地改良和黑土
地保护等技术在东北三省一区进行大
面积示范推广，累计超过 100 万亩，为
农民增收过亿元。

2012年，张文采用植物源营养配方，
并配以多种复合微生物技术，新研发的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新技术，无偿传授并
推广给广大农民，曾先后在双辽市 5 个
乡镇、公主岭市2个乡镇和梨树县2个乡
镇开展了黑土地保护示范田耕作推广。
2019年起，他先后投入培训费用十多万
元，连续6年举办10余期农业技术培训
班，把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无偿传
授给农民。目前，在张文农业技术服务
中心微信公众平台，为域内外农民免费
讲解现代农业技术，提供免费技术咨询

指导，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40多年来，张文以科技兴农为己任，

倾情盐碱地改良技术研究和推广，从普
通农民到高级专家，为人淳朴，业务精
湛，被群众誉为最接地气的“农民科学

家”。张文表示，将继续他的农业科研之
路，致力于创新研发盐碱地改良和黑土
地保护技术两项课题，让全国 5 亿亩盐
碱地变成良田，生产出更多无公害生态
产品，造福广大农民。

在科研路上求索42年的“农民科学家”
——记吉林国研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吉林省高级专家张文

全媒体记者 高鸿

为加强和保障春节期间药品、化妆
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按照省药监局
部署要求，连日来，省药监局四平检查
分局全面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双辽市双山镇余良村年逾六旬的国研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吉林省高级专
家张文，多年来，靠着执着和坚毅，扎根农村科技创新42年，舍小家为大家，历尽
无数坎坷，研制出水稻移栽旱作、垄系栽培、盐碱地改良、节水水稻新品种、有机
肥替代化肥技术等35项国家专利。他一面致力于研究盐碱地改良和黑土地保
护，一面精心经营企业创新发展，为吉林乃至全国农业项目、农业产业、农民致
富作出了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