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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进社区
普法惠民暖人心

6月1日，桓台县城区街道锦
秋社区联合山东学汉律师事务所
在“恒爱”家庭党校开展“法律咨
询进社区，普法惠民暖人心”主题
活动。

宗学汉律师向社区居民宣传
法律常识，普及财富保护和传承、
遗嘱继承等法律问题，现场为居
民提供法律咨询。同时，在现场
向居民宣传政策、法规、维权等法
律知识，引导广大居民依法办事、
依法维权，合理运用法律调解、法
律援助等方式解决矛盾纠纷。随
后，社区工作人员现场登记企退

人员信息，“帮办代办”退休资格
认证。 张瑞

科技启蒙 助力成长

为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增
强孩子对科学知识的探索欲和求
知欲，“六一”儿童节当天，桓台县
城区街道少海社区开展科普活动

“小猫钓鱼——— 认识磁铁”，邀请
家长和孩子体验科学趣味。

活动中孩子们与家长密切配
合，大家一起竞赛，看谁钓的小鱼
最多。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
通过磁铁磁性原理，利用钓竿，成
功将水中的“鱼儿”钓出，孩子们
在体验游戏乐趣的同时，充分感

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刘畅

孩子井盖涂鸦
助力快乐成长

近日，桓台县东岳国际社区
开展“关爱祖国花朵 助力快乐
成长”井盖涂鸦主题活动。

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认领
了井盖、领取了颜料后，开始在井
盖上“大显身手”，色彩鲜艳、风格
活泼的井盖涂鸦图案让平时不起
眼的井盖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观
看拍照。

井盖涂鸦不仅让社区变得更
加亮丽，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
用，提醒行人注意安全。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荆姝葳 通讯员 韩弘蕾

童心向党 梦想启航

近日，桓台县宝发社区开展
了以“欢乐六一 快乐成长”为主
题的庆“六一”亲子手工DIY活动。

社区的工作人员向大家展示
了古诗贴盘作品图纸，在家长们
的引导和协作下，孩子们用灵巧
的双手将脑里的奇思妙想呈现在
古诗贴盘上。此外，孩子们还进
行了风筝彩绘。经过近两个小时
的制作，一个个创意十足的古诗
贴盘和风筝作品呈现在大家眼
前。 张玲

感受科学魅力
体验科技快乐

近日，桓台城区街道西苑社
区联合西苑幼儿园开展了“感受
科学魅力，体验科技快乐”科普体
验活动。

社区科普体验馆以“近距离
体验”为特色，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孩子们对铿锵击鼓、穿墙而
过、磁力转盘、尖端放电、声驻波、
看谁滚得快等科普器材进行了
解。在愉快的体验过程中，小朋
友们学习掌握了游戏中所蕴含的
科学知识，有助于启迪孩子们科
学兴趣，提高孩子们的创新意识。

田春姣

■ 简讯

胡中村“长者食堂”的小菜园里，老人们在整理蔬菜。 胡中村“长者食堂”工作人员在处理食材。

“长者食堂”一村一策 三种模式解锁“食”事 桓台县田庄镇：

年底前建成12家“长者食堂”

6月2日上午11点20分，桓台
县田庄镇胡中村的“长者食堂”飘
出了阵阵饭菜香气，大馒头、西红
柿鸡蛋汤、黄瓜炒肉、土豆丝和大
米粥，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了餐
桌。家常的两菜一汤，配着可口
的小咸菜，在桌上“翘首等待”着
村里老人们的光临。馒头是食堂
工作人员自己磨出来的面粉蒸
的，菜是食堂后院的地里长的，而
每一餐的健康和关怀是留给村里
老人的。

“空巢老人村”
建起全县第一家“长者食堂”

上午11点30分，胡中村的老
人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食堂，刚
刚还“孤芳自赏”的饭菜，立马迎
来了碗筷声的附和。76岁的耿
玉兰像往常一样轻车熟路地走
进食堂，老人已经习惯了到了饭
点就走进这道小门，刷个脸，看
看餐厅的哪个桌上有熟人、有空
位，就坐下来吃饭。耿玉兰老人
独居在家，在食堂投入运营前，
她往往是用馒头就咸菜打发自
己的一餐。后来村里有了食堂，
她每天都有热乎饭吃了。老人
说食堂的饭做得香，吃饭的时候
还能跟邻居聊聊天，感觉生活也
不那么孤单了。

胡中村是一个典型的“空巢
老人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
155人，占全村总人口的24.8%。

为了改善村内老人的生活状况，
胡中村党支部整理了九间闲置房
屋，建起了桓台县第一家“长者食
堂”，辐射周边3个村庄，为78名
老年人和低保、特困户、贫困户等
特殊群体提供免费午餐和日间
照料。

胡中村的“长者食堂”包括了
厨房操作间、食品存放间、休闲娱
乐间、餐厅和洗手间等。虽然是

“食堂”，除了在饭菜上花功夫，也
花费了不少心思在老人的日常照
料和娱乐上。在“吃”上，食堂设
有专门的馒头房，香气四溢的大
馒头，原料来源于石磨房里磨出
的面粉；南边空地伫立着蔬菜大
棚和小花园，绿油油的菠菜长势
喜人，这些蔬菜不仅会出现在食
堂的餐桌上，还可以帮老人们打
发一下闲暇的时光。在“玩”上，
娱乐休闲室里不仅有棋牌桌，还
设置了按摩椅。在“休息”上，食
堂西侧整理出了闲置房屋，设置
床位12张，用于老年人中午休
息。食堂目前配有专职工作人员
两名，志愿者六名，负责日常保
洁、老年人的照料等工作。

三种模式
解锁田庄民生“食”事

春节过后，田庄镇党委、政
府全面推动“长者食堂”建设。
今年新一届村“两委”换届，建设

“长者食堂”成为半数以上村主

职干部候选人的竞职承诺。在
田庄镇村“两委”换届圆满结束
后，为帮助新一届村“两委”班子
进一步明确目标、开拓视野、增
长实干，田庄镇组织全镇村党支
部书记分两批赴威海文登、荣成
学习养老服务、信用体系建设和

“长者食堂”建设。之后召开的
新任村“两委”干部培训会和“长
者食堂”建设推进会，进一步统
一了村干部们健全农村养老服
务、打造互助养老“农村幸福圈”
的思想认识。

田庄镇坚持有解思维，以鼓
励“一村一策”为出发点，用“三种
模式”解锁“长者食堂”建设：“幸
福院+长者食堂”“长者食堂”“助
餐点”。

“幸福院+长者食堂”的模式
以宗王村、李寨村、付桥村为代
表。宗王村的“幸福院+长者食
堂”设立会客室和用餐单间，为子
女探望老人提供便捷服务。同时
利用院内闲置土地建设蔬菜大
棚、豆腐加工坊，在实现自给自足
的基础上对外销售，盈利用于补
贴食堂日常开销。李寨村则是利
用村居优势积极探索中心村配餐
模式，辐射带动周边村居解决“一
餐热饭”难题。付桥村则是设置
急救室，利用村内卫生室资源，成
立救援应急服务队，为老人就餐
过程中的身体健康提供安全
保障。

旬东村“长者食堂”利用紧邻

企业的优势，积极联系企业提供
配餐服务；旬西村、田庄村利用位
置优势探索对外提供食品售卖服
务模式；仇王村则是利用镇域中
心村优势实验养老托管服务。这
四个村代表了“长者食堂”的运作
模式。

而“助餐点”目前主要是大寨
村、大庞村、小庞村等村居立足本
村实际，利用村级互助，提供就餐
场所，解决老人的吃饭问题。

办民生大事，离不开财政的
支持。目前，桓台县已经出台了

“长者食堂”相关的奖补政策，其
中助餐补贴主要是对60周岁以
上的桓台户籍老年人午餐进行补
贴，60至79周岁老年人每餐补贴
2元，80周岁以上老年人每餐补
贴3元。另外还有建设补贴和运
营补贴等政策，保障“长者食堂”
的顺利铺展。

实现老有所医
构建闭环式养老服务体系

除了要保障“老有所养”，田
庄镇还在实现“老有所医”上做文
章，通过借助镇卫生院的专业医
疗资源，构建闭环式养老服务体
系，打通为老人提供全生命周期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在田庄镇‘长者食堂’建设
上，我们卫生院将集聚各科资源，
以优质的医疗服务，为老人们在

‘长者食堂’就餐保驾护航。”6月

1日上午，田庄镇中心卫生院副院
长田珊珊介绍，他们卫生院拥有
桓台乡镇唯一一家医疗急救站
点，一旦村里的老人发生病情，可
通过卫生院的医疗救护车有效快
速地送医治疗。

中午临近饭点，紧邻田庄卫
生院的田庄镇康寿养护中心的医
护人员开始忙碌起来：他们为不
能自理的老人擦身、送老人去食
堂、清洁打扫……田珊珊告诉记
者，康寿养护中心一期已经投入
使用，正在建设的康寿养护中心
二期一层的大型中心食堂，将打
造为“中央厨房”，为田庄镇各村
的“长者食堂”提供配餐服务。“专
业人员办专业事，由我们来配餐，
可以做到食材统一采购，菜品统
一生产，成品统一配送，以规模
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标准，保障
各村‘长者食堂’用餐的安全和营
养问题。”田珊珊说。

建设长者食堂，实现老有所
养；吸附医疗资源，破局老有所
医，田庄镇已经锚定了打造镇域
养老服务体系的蓝图。

田庄镇副镇长于晴告诉记
者，根据目标设定，计划于今年6
月底前建成投用7家“长者食堂”
（覆盖并服务11个村），年底前共
计划建成投用12家（覆盖并服务
22个村）。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晓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