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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饭两块钱，好吃又不
贵，从家走过来才3分钟，以后我
就不做饭了，天天来吃！”近日，
63岁的沂源县大张庄镇松崮村
村民房思林边说边竖起了大
拇指。

日前，位于松崮村的长者食
堂进入正常营业模式。上午11
点，附近老人陆续到食堂排队打
饭，里面座无虚席。“这个食堂真
是好，儿女都在外面工作，我和
老伴两个人吃饭既麻烦又孤独，
有了长者食堂，吃饭、聊天一举
两得！”住在附近的村民房洪
福说。

今年以来，大张庄镇采取“1
+4+N”模式推进长者食堂建设
和运营，“1”即政府主导、围绕品
质养老建设1个公益平台，“4”是
以工养老、慈善养老、孝善养老、
平衡供给养老4种运营模式，

“N”则是提供N种服务。该镇通
过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以政府
主导、爱心企业或个人资助的模
式，为老人提供服务，增强农村
老人的交流互动，提升他们的归
属感和晚年幸福感。

政府“搭好台”
让老年人“食”有所依

大张庄镇农村老年人口多，
且大多子女不在身边，对于独
居、孤寡、高龄、失能等特殊困难
老年人来说，“吃饭难”问题凸
显，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今年以来，大张庄镇积极探索农
村养老模式，全力解决农村老年
人“吃饭难”问题，搭好长者食堂
平台，让老年人吃上可口、实惠
的饭菜。

大张庄镇党委、政府投资
40万元，建设了松崮长者食堂，
总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为松
崮村及周边村700多名60周岁
以上老人提供就餐服务，可同
时容纳100多名老人集体用餐。
按照“政府搭台、企业资助、机
构运营”的模式，整合各类资
源，食堂实现了科学运营，每天

提供的午餐不仅荤素搭配，还
充分考虑老年人用餐需求，做
到少盐少油、营养均衡，真正让
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
饭、营养餐。

创新养老模式
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幸福”

平台有了，为了更加长效、
合理推进养老助餐服务，大张庄
镇创造性推进以工养老、孝善养
老、慈善养老、平衡供给养老4种
运营模式。

以工养老，让老人更有尊
严。2月26日上午9点，还未到长
者食堂开餐时间，食堂里却一片
欢声笑语。“村干部给我们找来
了这个做手工的活，让我们这些
老姊妹们有点事做！”30多名长
者学员在村干部和志愿者的指
导下，用巧手编织出一件件环保
实用的精美物品。

71岁的崔士花说：“我虽然
手脚比较慢，但慢工出细活，而
且干的活可以直接兑换成餐票，
干多了还能拿到工资。”原来，为
了让还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有自
己的收入，用自己的收入支付生
活费，大张庄镇在长者食堂考察
引进了手工加工项目，还对老人

进行培训、指导，费用按件结算，
让老人能通过劳动更有尊严地
获取报酬，在长者食堂吃得更安
心、舒心。

孝善养老，倡树崇德向善
新风尚。为弘扬敬老爱老传统
文化，形成孝善传承、孝老敬亲
的社会风尚，大张庄镇在长者
食堂就餐区设置了“孝善榜”，
积极鼓励子女为老人充值生活
费，体现子女对老人的孝心。
位于“榜首”的张大爷自豪地向
大家说：“我儿子一次就充了这
么多，这下我能吃好几个月了，
马上农忙了，孩子们早出晚归，
看着我们在这里吃得挺好，也
就放心了！”

慈善养老，最大限度争取各
界资源。大张庄镇按照高标准
建设长者食堂，除了镇上补一
块，村里筹一点，镇党委、政府专
门印发了《致在外能人一封信》，
积极争取当地企业、在外能人捐
款，企业和在外能人纷纷慷慨解
囊，为食堂建设和运营给予大力
支持，其中中商国开（沂源）生态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捐助2万
元，专项用于80岁以上老人用
餐。一名参与捐款的村民在信
中写道：“感谢镇党委、政府能够
让我们在外打拼的游子，有这样

一个参与家乡建设、发挥自身作
用的平台和窗口。”

大张庄镇将捐款的企业和
个人名单在长者食堂进行了公
示，让就餐的老年人感受到来自
乡亲的关爱。还组织观摩就餐
活动，让在外能人与老人们一起
就餐，交流村庄的变化和发展，
极大增强了全体村民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让食堂更具温度，养
老更有温情。

平衡供给养老，让老年人更
有参与感。大张庄镇还创新提
出“平衡供给养老”，很多有土地
的老人会力所能及种些农作物，
老人们到食堂用餐后，很多粮
食、蔬菜等吃不完，长者食堂优
先购买就餐老年人种植的蔬菜，
老人再用换来的钱到食堂用餐。
此举既解决了老年人自己种植
果蔬的销售难题，又让老人吃到
健康可口的饭菜，实现了双赢和
良性互促，让老年人更有参与
感、成就感。

“长者食堂+”模式
别样服务暖胃更暖心

除了提供饮食服务，在服务
模式上，大张庄镇还积极探索

“长者食堂+”模式。

为让老年人享受更多的
“精神食粮”，大张庄镇积极探
索“长者食堂+学堂”模式，依托
长者食堂以及其他老年服务阵
地，每月开设老年人学习课程，
内容涵盖老年教育、移风易俗、
家风家训等。该镇还探索“长
者食堂+议事中心”“长者食堂+
文娱中心”等模式，将长者食堂
作为文化娱乐场所，丰富空巢
老人业余生活，邻里纠纷、村里
大事也经常拿到长者食堂来，
让村里有威望的老人们议一
议、论一论，小小的食堂便成为
了解决老人温饱、增进邻里情
感、村民参事议事的阵地。

大张庄镇党委书记宋作锋
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把改善
老年人生活状况、提高农村供
养水平，作为发展民生社会事
业的重要内容，坚持持续提升
助老服务覆盖面和质量，今年
计划再建16处长者食堂和12处
长者餐厅，实现全镇老年人就
餐服务全覆盖，让农村老年人
不离乡土、不离乡邻就能实现
品质养老，让农村医养服务更
有温度、更接地气，努力实现民
生社会事业发展新突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渤海 通讯员 孙雪榕

淄博3月3日讯 3月2日上
午10点，刘先生驾驶刚购买的新
能源电动车来到淄博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车管所。眼前的景象
出乎他的意料，本以为这个点是
办理业务的高峰期，可他的面前
并没有长长的等待队伍。新车
注册登记受理、查验、交费、制
牌、挂牌，一条龙业务办下来，用
时36分钟。

新车注册登记，按照国家规
定，2个工作日办结。在这里，36
分钟就办好，刘先生连呼意外。

2012年，淄博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车管所被授予“雷锋车管
所”称号，这是全国首家“雷锋车
管所”。从此，这里的民警把雷
锋精神带到了每一天的行动中。

“群众上班我上班，群众下班我

还上班。”他们自我加压，用务实
高效的服务守护着“雷锋车管
所”的品牌。

车管所检验科副科长孙文
广介绍，无论是三九严寒还是酷
暑三伏，他们中午不休轮班为市
民服务，下午送走最后一名办理
业务的市民才下班，力求让市民
只跑一次。“在8小时之外，我们
民警还利用下班时间，到交通管
理服务站错时、延时服务，把车
驾管业务送到群众身边。”

淄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
管所委托淄博5个派出所代办12
项交管业务，将25项车驾管业务
下放淄博35个乡镇交警中队，在
淄博7个交通管理服务站实行

“错时、延时”服务模式。基层车
驾管业务办理量占淄博同期车

驾管业务总量的78.86%。
这些措施实施后，淄博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的业务量
骤减，也难怪没有了往日排长队
的景象，新车登记注册1小时内
办结，也成了现实。

3月2日，在淄博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车管所，记者还看到了

“淄博交警24小时交管业务自助
服务厅”。进入自助服务厅，市
民可以先找自助服务厅里的机
器人“聊聊”，说出自己想办理的
业务，办理指南就出现在屏幕
上，便捷高效。

像这种24小时不打烊的自
助服务厅，在淄博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车管所和各区县车管所、部
分政务服务中心、社区交通管理
服务站一共建了7处，投入使用

各类交管自助服务设备80余台，
落实24小时全天候服务，将车驾
管服务延伸到8小时之外。

为了方便市民，在淄博各级
车管所设立互联网体验区11处，
引导群众体验网办车驾管业务，
推行网办业务免费邮递服务举
措；先后在淄博21处汽车销售企
业、22处二手车交易市场、5处报
废回收企业登记服务站、88处机
动车检测站、7处银行储蓄点、7
处保险公司代办点和25处警邮
合作服务网点设立“快捷办”服
务网点175处，专网办理新车注
册业务占比达82.36%。

系列措施的落地，实现了车
驾管业务从“面对面”向“键对
键”，从“朝九晚五”向“24小时不
打烊”，从“所有业务往市里跑”

到“不出区县、乡镇甚至不出4S
店”的转变。同时，通过开展群
众性志愿服务，目前基层车驾管
业务量已经占到了同期淄博车
驾管业务总量的70%以上，社会
登记服务站业务量已占到了同
期全市同类业务量的55.2%以
上，车驾管志愿服务网点布局更
加科学合理，群众办理车驾管业
务更加便捷。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胡云雷
杜立谦

新车注册登记36分钟 车驾管业务24小时不打烊
——— 探访全国首家“雷锋车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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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到长者食堂就餐。 在长者食堂就餐的老人吃得开心。

沂源大张庄镇“1+4+N”模式推进长者食堂建设运营，村民直呼“以后不做饭了，天天来吃”

一顿热乎饭里吃出“幸福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