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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业和爱心抚平百岁老人“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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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为满足老年人医疗和养老
需求，我市立足实际，积极探索，构建了
符合我市发展实际的老年健康服务体
系，让更多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让“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实实在在
地实现。

老有所医 养老服务发展
迈上快车道

走进四平资生医院养护中心，香喷
喷的牛肉炖土豆的香味扑鼻而来，这是
老人们今日的午餐。走廊外，护理员正
搀扶着老人们散步、聊天，老人们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作为新型养老服

务模式，在这里，老人们可以享受到
“养、医、护、敬、爱”全方位服务，更好满
足老人多层次生活需求和精神慰藉。

今年74岁的张国发由于岁数大，子
女无暇照顾，来到养护中心接受服务。
在这里，他就可以享受一日三餐、专家
诊疗、按摩、泡脚、捶背、拔罐、测血压等
服务，还有乒乓球、棋牌娱乐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

“医养结合”指医疗资源与养老资
源相结合，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
化。通过在养老机构中增设医疗服务
功能，在医疗机构中增设养老服务功
能，实现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有
效对接，进而促使养老机构和医院的功
能相结合，使入住的老人在享受到日常
生活照料的同时，还能得到全天候、全
方位的专业医疗服务。

“这真是个好地方。”在养护中心待
了一个星期后，张国发赞叹道，“这不仅
看病方便，吃饭也经济实惠，而且护理
人员的服务很专业，态度也非常好，很
适合老年人特别是独身老人养老。”

“多年来，我们持续开展老年友善
医疗机构建设工作，按照省里要求，80%
的综合性医院、中医医院、康复医院和
基层医疗机构要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
构。目前，我市共有20家医院、88家基
层单位进行了申报，占比达到了85%。”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资生医
院是全市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一个缩
影，全市目前已建成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6家，床位数2588张，通过“白衣天使”，
能够及时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康复期护
理、稳定期生活照料等便捷的服务。

老有所养 让老年人拥
有幸福美满的晚年

养老工作，就是重大民生工作。在
铁西区，养老工作已经被列入9大专项
攻坚工作之一，并提出构建“1159N+7”
全域康养体系。即：一个智慧养老平台
作为指挥中心，一个公办社会福利中
心，主要对鳏寡孤独等特殊群体进行养
老托底；59个社区（村）养老服务站，作
为居家养老服务的前沿阵地，主要为

“N”个居家老年人提供餐食、就医、文
化、娱乐等基本养老服务，七个民办养
老机构，作为居家养老的可靠支撑，为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服务。

“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对辖区内小
区闲置用房和废弃锅炉房进行盘活利
用，打造老年活动室、老年食堂。”铁西
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准备建
设3处社区养老用房，建设面积8100平
方米。

除此之外，在老年人最重要的健康
问题上，铁西区通过智慧养老服务平
台结合智能设施、设备和仪器，实现一
键呼叫和智能检测功能，通过智能预
警和救助渠道，完成应急事件闭环处

置，为居家养老提供随身监护、健康管
理、应急保障等强有力的技术保障，真
正形成“没有围墙的养老院”，解决了
养老机构少和老人顾虑多等问题。通
过平台，老人拥有了一个“电子保姆”，
一方面老人可以线上进行问诊，还能
通过遥控器上的指纹进行血压、血氧、
心率等实时检测。

社区食堂、政府项目、平台入驻等
“多驱联动”社区养老服务新模式，实
现了由“医养、康养”向“智养”的跃升，
解决了养老模式单一、老人需求多元
的问题。

老有所乐 让夕阳红更
加精彩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需
求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老有所养”只
是基础，“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才是更
高追求。

在我市举办的一场活动中，市老年
协会负责人郑玉霜正前前后后地忙碌
着，她将演员集合到位，并交代演出注
意事宜。精彩的演出过后，大家尽管疲
累，但是脸上却挂着微笑。

“我们的演出水平可不次于专业
队。”郑玉霜看着记者，十分骄傲。在
这支平均年龄 65 岁的老年演出队伍
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在这里能找
到很多“一专多能”的老人，比如导
演、演员、舞蹈家等等。他们都是热
爱生活、热爱文艺的退休老人。他们
经常为居民免费演出，在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的同时，也奏响了幸福美好的
老年生活乐章。

退而不休、发挥余热、老有所乐，不
少“闲不住”的退休老人总是想着法子充
实自己的生活，为社会、家庭作出自己的
贡献。孙一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四平农
机退休，今年68岁，因为热爱体育，底子
厚，退休后就加入了市老年协会，现在是
协会模特队的负责人。“我们的协会就
像一个大家庭，照亮了大伙儿的晚年生
活。在协会里，我们忘记了年龄和烦恼，
收获了快乐和友谊。”孙一说。

同样，在四平老年大学里，也开设
了多种多样的课程，让老人们重拾了

“背上书包上学堂”的乐趣。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不少老年人学

习或者参加文娱活动的目的更多是想
有个好心态，心态好了，身体自然不会
差，子女也都会放心，另一方面，参加
有意义的演出活动，也能为社会传播
正能量。

从社区到社会，我市正全力推动养
老服务广覆盖，紧盯老年人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把养老工作作为民生实事、民
心工程，聚焦群众所想所盼，坚持补短
板、强弱项、优服务、提质量，积极探索
养老服务样板，用心用情托起辖区居民
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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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清晨，阳光微醺。早上6点，
外卖员李旭东准时起床、洗漱、吃早
餐，给送餐箱和电动车做好消毒……
一切收拾妥当，7点准时换上工作服、
戴好口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单子来了，我要去中央东路和南
十经街交会处的一家早餐店取餐，然
后送到学苑小区。”李旭东说完，骑上
送餐车向目的地驶去。

“现在天气热起来了，光是骑到这
里就已经全身是汗了。”送完餐，李旭东
边擦汗边拿出随身带的一瓶矿泉水喝
了一口对记者说：“天热我也不能喝太
多水，怕总跑厕所耽误时间。天气好的
时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尽量骑
得快一点，如果遇上刮风、雨雪天就要
加倍注意，要不把餐给弄翻就麻烦了。”

虽然送外卖比较辛苦，但是每天
骑着送餐车在街道上穿行时，李旭东
心里总会生出一份满足与欣慰：“这份
工作不仅能给点餐的人送去便利，同

时也能让自己离梦想更近一步。”
李旭东今年 32 岁，皮肤黝黑、高

高瘦瘦，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当外卖员
之前他做过多种工作。“之所以改行当
外卖员，也是一次机缘巧合，那是一个
外卖小哥让我在异乡感受到家人的温
暖。”李旭东说，当时他在外地工作，因
为事业陷入困境心情低落，坐在出租
房门口喝闷酒，正巧一个外卖小哥来
送餐，注意到了他的颓废，就拍拍他的
肩说道，“人的一生重要的是要时刻心
存梦想和信念，再不如意的生活，只要
微笑着撑过去了，以后就会有精彩。”

这份善意的安慰将李旭东心中的
阴霾驱散，他瞬间醒悟，人生的路还很
长，要振作起来，不能被眼前的困难打
倒。于是，他回到家乡也成为一名外
卖员。“我要把这份温暖与鼓舞传递下
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爱与温暖的力
量，不被生活中暂时的困难击倒。”

“当一名外卖员不像想象中那样
简单，但经过一番磨炼，我现在已经爱
上这份工作了。”说起逐渐适应这一行
的心路历程，李旭东语气中充满感慨，

“刚开始由于对商家和顾客的位置不
是太熟悉，有几次送餐晚了，但多数顾
客都能理解我们的辛苦，那一刻一股
暖流涌上心头，这一份份善意让我永
远难忘。”

住宅小区里为他打开小区门让路
的居民；接过外卖不停道谢的顾客；耐
心为他指路、不怕耽误自己生意的出
租车司机……几年的送外卖生涯里，
李旭东遇到过很多令他温暖的人，让
他在辛苦之外，收获了许多来自社会
的善意与理解，这也是他一直坚持做
外卖员的重要原因。

李旭东平均每天能跑50单，多的
时候跑过 100 单左右，这期间虽然有
温馨与理解，但也不乏委屈与无助，他
会默默承受，选择把充满温情的瞬间
留在心底。因为他一想到每次打开家
门，妻子递过来的热茶和孩子送上的
棒棒糖时，心里总是甜滋滋的。

靠着这几年送外卖，他有了一些
积蓄。“我想再过两年把在农村老家的
父母接来，让他们在城里安享晚年。”
谈及未来，李旭东眼里闪着无限希望，

“送外卖过程中我也积累了许多经验
和人脉，等本钱够了时机成熟时，打算
开创一份自己的事业。”

看似简单的送餐路充满着艰辛与
不易，在繁忙的城市中，无数和李旭东
一样的外卖员以他们的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外卖
员的工作虽看似平凡，但他们怀揣梦
想、在奋斗的路上努力奔跑的样子却
很闪亮。

奋勇追梦的外卖小哥
全媒体记者 刘莉

年初以来，铁西区紧盯“走遍四
平”实质性，突出“城市建设”实效性，
运用全民巩卫“强大攻势”，擦亮大美
铁西“靓丽名片”，一幅幅居者心怡、
来者心悦的幸福铁西新画卷正徐徐
展开。

做好建设“洁净铁西”的“加法”，
勇当“全民巩卫”的“奋进者”。坚持在

“提”字上做文章，持续打造“洁净铁
西”惠民链，铆足“拼”劲奋力吹响全民
巩卫的“集结号”。铁西区瞄定“明要
点，攻难点，造亮点”的靶向，补环卫之
所短，扬环卫之所长，采取“洒水降尘+
路面冲洗+机械洗扫+人工查漏”4+环
卫机制，人工日常清扫达 14 小时以
上，机械日常清扫达12小时以上，“两
洒一冲”达到“干净、卫生、安全”的要
求，实现城市街区和近郊外环“无成堆
垃圾+无散落垃圾+无积存垃圾”3+标
准，达到“车走地净、车动密闭”和“五
净三根清”要求，做到垃圾收集容器里
外整洁、布局合理，达到城乡环境卫生
管理无缝化全覆盖。同时，铁西区“下
猛药”治“沉疴”、“出重拳”治“痼疾”，
组建近千人的城乡环境卫生整治突击
队，统筹把握整治力度、建设深度、推
进速度，出动人员 7300 余人次、出动
运输车辆 920 余台次，完成 20 个行政
村、57条街路、100余公里近郊环路和
147个弃管小区的环境卫生提升任务。

做好建设“生态铁西”的“加法”，
勇当“全民巩卫”的“担当者”。坚持在

“靓”字上下功夫，持续打造“生态铁
西”便民链，铆足“闯”劲奋力唱响全民
巩卫的“最强音”。铁西区坚持用一颗

“雕刻心”，瞄定“街路为框架、小区为
依托、亮点为核心”的绿化导向，健全

“工程招标+工程监理+分期验收+管
护责任”4+制度，按照“应绿尽绿、应补
尽补”的工作原则，全力打造城市绿化
景观特色网络。坚持以“实用实效+艺
术塑造”相结合，以构造“山清水秀的
生态体系+舒适宜居的环境体系”为靶
向，采取“盛世华城口袋公园+滨河广
场改造建设+37 个精品绿化宜居小
区”3+绿化亮点工程建设思路，并对南
仁兴街、建平街等 37 条街路，栽植补
植紫叶稠李、糖槭等乔木 1183 株，积
极营造了“小区绿化鸟语花香、街路绿
化争奇斗艳、转角绿化生机盎然”的城
区绿化生态体系。同时，修剪区管行
道 1600 余株，清理枯枝、断枝 230 余
处，清理枯草59000余平方米，清运枯
木烂枝 35 车，全力构建“乔木疏密有
度、花卉错落有致”城区绿化景观，努
力实现“绿化建设有规模、绿化层次有
品位、绿化发展观长远”的目标。

做好建设“宜居铁西”的“加法”，
勇当“全民巩卫”的“实干者”。坚持在

“精”字上见实效，持续打造“宜居铁
西”利民链，铆足“钻”劲奋力奏响固城
创卫的“主旋律”。年初以来，铁西区
遵循“地理位置相邻+居民邻里相依+
服务配套相关+文化脉络相依”4+理
念，紧盯旧城改造的实效性和突破性，
瞄定“房屋功能改善+基础设施改造+
公共服务改进+居住环境改观”4+改
建重点，实行“每天一晨检、十天一协
调、半月一调度、一月一督查一通报”
工作机制，全力构建“决策共谋、发展

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治理体系，着重解决影响“全民巩卫”
的痼疾顽症。预计到 8 月末，2022 年
度总面积36.83万平方米的20个涉改
小区，4385户居民将分享高质量发展
红利，受益群众将达 1.2 万余人；2023
年度涉改的24个小区，预计年底前完
成总工程量的70%。疏通下水井1404
余座、下水管线 6000 余延长米、树穴
石 280 余处、补修铺设区管路沥青路
面7991余平方米、翻修人行步道8547
余平方米、修装路边石 2160 余延长
米。新建二类水冲公厕25座，争取在
11月底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做好建设“服务铁西”的“加法”，
勇当“全民巩卫”的“践行者”。坚持在

“暖”字上求突破，持续打造“服务铁
西”爱民链，铆足“冲”劲奋力敲响固城
创卫“幸福鼓”。铁西区聚焦“物业乱
收费、服务不达标”问题，采取属地街
道的“块”+职能部门的“条”2+模式，
坚持“巡查+引导”与“管理+服务”的
相互并重，广泛开展《民法典》《吉林省
物业管理条例》《四平市市区住宅小区
物业管理监督规定》等法规宣传活动，
发放宣传法规传单2000余份、悬挂横
幅100多条、8个小区LED电子显示屏
滚动宣传，让政府监管“独角戏”变成
全民参与“大合唱”。同时，巧用党建

“一颗子”，激活物业“一盘棋”，完成打
造“红心物业”示范项目13个，为提升
居民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加码”。

让“英城振兴”更稳固，让“幸福印
记”更鲜明。铁西区将持续坚定问需
于民的“靶向性”，持续拉长问效于民
的“半径值”，全力打赢国家卫生城市
常态化管理工作的“攻坚战”，为加快
四平振兴发展彰显铁西担当。

打好全民“争先仗”画好颜值“同心圆”
——铁西区国家卫生城市常态化管理工作纪实

全媒体记者 孙莹 通讯员 王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鸿）为活
跃和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繁荣群众文
化赛事，激发文化惠民活力，提高全民
健身水平，6 月 17 日，由伊通满族自治
县委宣传部、县文广旅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联合主办，县文化馆承办的
2023 年全县“魅力舞者·和谐伊通”第
七届广场舞大赛在伊通民族体育场盛
大举行。大赛旨在倡导全民健身、健
康生活，为广大群众搭建了交流技艺、
展现风采的舞台，满足广大群众文化
体育生活的美好需求，凝聚民心、创造
品牌、激发活力、陶冶情操、促进团结，
推进全县文化建设大发展、快发展、大
繁荣。

当日上午 8 时，绿草如茵的伊通
民族体育场，彩球飘动，彩旗飘扬。来
自全县 15 支广场舞代表队、450 名群
众演员齐聚赛场。选手们排成方阵，
伴随着动听的《报马鞭》乐曲，满族花
棍广场舞盛大登场，步调一致、整齐划

一，动作流畅、活力向上，场面恢宏壮
观，将伊通当地传统花棍舞的地域色
彩浓烈、律动感极强的特点展现得淋
漓尽致。比赛中，各支代表队以饱满
的热情、整齐的队列、优美的舞姿展现
出伊通人民热爱生活、蒸蒸日上的精
神风貌。

赛场上，《梦之翔》《中国梦》《幺妹
带你慢慢耍》《壮丽山河美》《幸福欢
歌》《看山看水看中国》等充满激情、振
奋人心的广场舞轮番上演。经过各代
表队激烈角逐和评委现场打分，七星
之声福安老年大学艺术团、庆德社区
广场舞队、舞之恋锦城苑广场舞队、民
族舞团队、永盛街道西广场舞队获得
优胜奖；梦幻广场舞队、东升曳步舞
团、蓝月亮广场舞队、天馨商城广场舞
队、炫丽夕阳广场舞队、福庆社区广场
舞队、香山红叶广场舞队、八旗圆梦广
场舞队、公园广场舞队、瑞祥梦之队获
得优秀奖。广场舞代表队负责人张晶
说：“我们七星之声福安老年大学艺术
团已经连续五年参加全县广场舞大
赛，每年都取得优异成绩，今年获得全
县第七届广场舞大赛第一名。队员们
虽然多半年过花甲，可身轻如燕，舞姿
翩翩，从她们的笑容中可以感受到她
们的热情与活力。”

近年来，伊通满族自治县深入落实
“12131415”发展思路,将文化建设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全县文化体

育事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县文化馆每年精心组织筹划多项群众
性全民健身文化赛事活动，促进广大
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不
断营造人民快乐向上、健康文明的社
会氛围。县文化馆馆长张海波说：“每
年的广场舞大赛，经过前期的精心筹
划、组织培训、乡镇联动，百姓热爱比
赛、享受比赛，参与度非常高、反响非
常大，幸福感、获得感非常强。”截至目
前，全县广场舞大赛已连续举办七届，
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和欢迎。

伊通广场舞大赛在县文广旅局的
精心打造下，已发展成为伊通的一项文
化品牌和民生工程，全县广场舞爱好者
呈现上升态势，组建起不同规模的广场
舞团队近300支，欢快的舞曲和跳动的
身影，活跃在城乡的各个角落，广场舞
已成为城乡群众参与文化活动、运动健
身的首选项目。县文广旅局局长李贵
宾说：“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是党中
央以人民为中心在体育领域的生动体
现，办好广场舞大赛是落实文化伊通战
略的具体举措，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
要载体，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全民健身
中来，以舞蹈等形式展现满乡人民的热
情和活力，把大赛办成一项有特色、高
水平的文化体育赛事，不断把伊通文化
体育建设事业推向新的起点和新的高
度，推动全县广大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持续增强。”

打造群众健身品牌 激发文化惠民活力
——“魅力舞者·和谐伊通”第七届广场舞大赛精彩上演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凯）6月20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率队来
平，就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省发改委主任赵海峰、省财政厅厅长
陈宇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德明参加
活动。

蔡东一行先后来到双辽市城乡
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电厂“火
电+新能源”模式六号机组扩建项
目、年产 30 万吨电石（重启）项目和
伊通满族自治县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建设项目、农产品精深加工科技产业
园建设项目、火山温泉松斓初景康养
项目、悦如火山温泉文化旅游博览园
等地项目施工现场，实地察看项目建
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进展、配套设

施建设、安全施工作业、项目投资等
方面情况，认真了解项目建设中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

蔡东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项目
是硬支撑。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正在开
展的主题教育为强大动力，坚持把重
点项目建设作为稳定经济运行的压
舱石、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全力
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
效，以冲刺姿态抓好二季度经济各项
工作，持续积蓄汇聚吉林全面振兴新
动能新优势。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
进一步强化跟踪调度，深入一线开展

实地调研，加大要素保障和配套服务
力度，积极帮助破解难题，用心用情
用力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狠
下功夫谋项目，进一步强化与国家重
大政策对接、与企业投资意愿连接，
深入谋划一批重大产业、基础设施、
科技创新、民生保障项目，为吉林高
质量发展厚植优势、增添后劲。企业
要强化责任意识，在确保施工安全、
施工质量的前提下，抢抓项目建设

“黄金期”，加快施工进度，高质量完
成项目建设任务，保证项目按时完
工、顺利投产、早日见效。

省政府副秘书长娄选东，省能源
局局长、省发改委副主任赵彦峰参加
活动。

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持续积蓄汇聚吉林全面振兴新动能新优势

蔡东来平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