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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上午十点半，记者隔着明亮的窗户看
到，呈四列五排摆布的方桌上坐着几名年
近古稀的食客正在享用美食，墙上贴着今
日菜谱和养生事项，灰色大理石地板干净
得反光，工作人员正站在打饭窗口等着为
前来用餐的老人打饭。恍惚间让人以为
进入了星级饭店，但这里是浙江省海宁市
袁花镇的老年食堂。

近年来，为不断延伸养老服务触角，
提升助餐服务品质，海宁市持续推动普惠
型养老助餐服务，以“专业机构支撑+政
府”模式开设老年食堂，构建智慧助餐新
模式，提升养老助餐服务的可及性、便利
化，真正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助
餐服务。日前，记者赶赴海宁，一探老年
食堂里的“智慧”——

三步走 老人吃上热乎饭

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你是不
是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菜单而烦恼？

这样的问题，80岁农村老人邬美玉根
本不用愁，因为她们镇上的老年食堂每天
饭菜不重样。

走进袁花镇老年食堂，邬美玉抬头看
了眼今日电子菜单，告诉打菜员：“给我来
个扎肉、大白菜油泡、番茄炒蛋，外加一份
米饭。”

打菜师傅利索地装盘、上称，师傅告
诉邬美玉：“荤菜 5 元一份，素菜 3 元一
份，一共 11块，你刷脸或刷卡付款都行。”
她走到机器前轻轻一刷社保卡，“嘀”一
声显示刷卡成功，仔细一看，堂食实际支
付 2元。

邬美玉说：“老年食堂除了解决大伙
做饭难问题，还能在海宁市范围内想吃哪
吃哪，现在都联网了，拿着社保卡一刷，我
们 80岁以上本地老人就能一卡吃遍所有
老年食堂。”

在海宁，说起农村老年人吃饭怎么解
决的问题，袁花镇老年食堂负责人谭晓辉
告诉记者：“针对全市 60周岁以上失能失
智老人和 80 周岁以上的老人，我们分为
三步走，保证每人都能有热乎饭吃。”

第一步，堂食。像邬奶奶这样有行动
能力的老人，每天溜达过来堂食，除了可
选的菜品和数量稍多些，还能和村民在食
堂谈天散心。

第二步，助餐点分餐。有些镇太小没
有老年食堂，在镇上设置了助餐点，将烧
好的饭菜拿过去分餐。

第三步，针对那些失能失智或因其他
原因不能堂食的老人，在车间打包好后，
由专人为老人送饭上门，保证他们都能吃
上一口热乎饭。

在打包车间，工作人员吴海伟正在电

脑前忙着统计今日点餐数量，他向打包工
友报数：“中餐 A 档三色鱼片、洋葱炒蛋
143份，B档黑椒猪排、清炒瓠瓜 222份，C
档红烧狮子头、清炒瓠瓜、番茄炒蛋 211
份，D档三色鱼片、洋葱炒蛋、清炒萝卜丝
60份，米饭129份……”

谭晓辉说：“针对助餐点分餐和配送
上门两种情况，我们设置了一荤一素、一
荤两素等A、B、C、D四档套餐以满足不同
需要，这也是为了统一收费标准。村民每
一餐掏的钱里，市、镇两级共补贴 5元，基
金会（爱心企业）补贴 1元，剩下部分由村
民自付。A、B档自己掏 4元，C、D档自己
掏 6 元，这样基本能达到村民少掏钱、自
己不亏本的平稳运转。”

据了解，2021 年 7 月至今，谭晓辉负
责的这一老年食堂已在袁华镇、黄湾镇、
丁桥镇的 6个街道设助餐点和配送点，日
均为 400位老人提供就餐服务，解决了近
2200位老人的吃饭问题。

及时调整 吃得暖心家人安心

海宁的养老助餐服务能逐步壮大、平
稳运行，除了政策支持外，专业机构针对
具体送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及时回访调
整是关键。

“马爷爷，我们来送餐了，今天有你最
爱吃的红烧肉！快来看看饭菜合不合口
味？”上午十一点，工作人员陈林杰正在黄
湾镇尖山村 35组给老人马小宝送餐。刚
进门他就迫不及待地希望老人尝尝饭菜，
期待有个高评价：“昨天我回去反馈了您
的建议，食堂做出了调整，尝尝今天的咋
样，合口的话以后按这个标准来。”

陈林杰是老年食堂在黄湾镇的配送
员，他的日常工作除了每天及时送餐到
家，还要记录送餐时老人对于饭菜的反
馈，每隔三个月做一次回访，看看老人对

饭菜和服务的评价并把意见报回公司。
“菜有点油，瘦肉根本咬不动，大肉

这么多怎么吃？分量太少了，我不爱吃
素菜……”马小宝老人有高血压，不能吃
过油过咸的食物，他曾针对前天的饭菜
给出过这样的评价。诸如此类的反馈在
不同乡镇不同老人那里还有很多，比如：
沈卢宝年龄大、牙口不好，希望饭菜烧得
软烂一点；周林珍肠胃弱希望菜汤少点；
严菊英胃口好则希望饭量大点；曹阿方
住得远，每次饭菜送到他那都不热了，希
望保温效果好一点；王洪金忌食青豆、虾
仁、玉米……

谭晓辉把老人们提出的意见进行分
类整合，发现“是否适口、有无基础病、距
离远近”这三点是影响老人是否愿意持续
用餐、家人是否放心、老年食堂能否稳定
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他的老年食堂车间里，集中统一配
餐的每个环节都分工明确。记者看到，31
位员工从进门开始，就要消杀并进行温度
实检，以确保餐饮环境；米面粮油、新鲜蔬
果、冷冻肉品分不同库房存放；在进入炒
制环节前流水线作业，用自动化设备进行
蔬菜清洗、削皮、切丝，生产线 40 分钟可
以煮 2400 斤的大米饭，机械化作业除了
有效满足配餐量大的需求，还能有效保证
餐品不受污染。

为了保证老人用餐安全，老年食堂的
所有食材和做饭环节都实时登记在车间
的智慧餐饮信息化电子台账上，确保采购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包装
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
等）来路正、去向明、货物真、可溯源。

谭晓辉告诉记者：“我们根据反馈情
况，把四档菜品重新分类放在 App 平台
上，A档配餐软烂，适口性强，适合牙口不
好的老人；B 档配餐肉多厚实，适合爱吃

肉的老人；C 档配餐清淡，喜素和有忌口
的老人点得多；D档则综合些。选择送餐
到家的老人可根据喜好在线点单。”

而这一次，陈林杰终于等到了马小宝
的“好评”。他满意地说：“我们这些老年人
子女不在身边，年纪大了自己做不了饭，现
在政府搞了个在线点单，孩子们可以线上
一键订餐，我们有需求跟工作人员一说就
能及时解决，孩子们更放心了。”

有效风控 入户送餐更放心

配送员入户送餐，对于老人来说是否
安全可靠？一些留守老人的子女不在身
边，他们十分关心父母的安全问题。

车辆管理员许佳负责监控送餐车的
运输路线和管控紧急事件，虽然不是一线
配餐员，但他一到中午就非常忙碌。他告
诉记者：“每个配送员身上会带一个定位
器，车辆和人员形成闭环，我需要了解配
送员的所有行进路线，这个过程不能出现
任何意外。”

此刻，他正在系统上监测着编号 973
送餐车的行车轨迹，北斗定位显示：该车
辆目前位于袁花镇长啸村费家场，距老年
食堂9.88公里。“你看，地图上这些标注的
地方都是需要送餐的，正常情况下，一辆
车在每户的送餐停留时间不超过 10 分
钟，如果时间过长，我就会留意是否有异
常情况，一般走完全程耗时1小时。”

谭晓辉向记者解释，这种定位监控
对于养老助餐而言，除了能够保障车辆
安全、了解配送员的送餐时段外，更重
要的是能够进行有效的风险防控。安
装定位监控监督配送员，能让老人觉得
更有安全性，一旦有问题，也能及时上
门处理。

“因为服务对象是老年人，我在送餐
时会特别留意老人家里有没有什么安全
隐患。”送餐员邓华回忆，“前年夏天，我去
85岁老人顾新宝家里送餐时，发现她家半
个厨房都烧着了，老人晕倒在家，差点出
事故。原来她在熬中药时睡着了，中药烧
干后引发了火灾。还好最后送医及时，她
才没出事。”

邓华表示，他们在送餐时遇到了很多
需要帮助的老人，老年食堂配备的定位系
统可以紧急求助，有任何问题一键呼叫，
就有专人负责协调和解决，很方便。“而且
送完餐打卡拍照已经成了我们的肌肉记
忆。”邓华忍俊不禁道，“在帮助顾新宝处
理完火灾后，我居然还记得要拿出手机通
过App平台拍照打卡，生成服务记录上传
后台才能离开。”

据了解，目前海宁仅袁花镇、黄湾镇、
丁桥镇三镇就有 80多位配送员进行送餐
服务，在全市范围内助餐配送餐服务实现
城乡社区全覆盖。

浙江海宁市推行高效、便捷、精细化的养老助餐服务——

老年食堂里的“智慧”

在袁花镇的老年食堂内，老人们正在用餐。 受访者供图

□□ 黄启源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清晨，江苏省沭阳县桑墟镇条河村村民任玉吃
过早饭，便骑着电动自行车到村口榆叶梅基地上
班。前年，她从苏州市返乡后在“家门口”找到了工
作，而且收入可观。

作为户籍人口达196万人的人口大县，过去沭
阳县倡导劳务输出增收致富，高峰时外出务工人员
数量达45万人。近年来，沭阳转变思路，大力实施

“归雁工程”，推动产业创业就业联动，成功吸引
28.2 万人返乡。2023 年，沭阳县地区生产总值达
1411.67亿元，居“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第 62位。从

“雁南飞”到“凤还巢”，沭阳如何实现从“劳务输出
大县”到“返乡经济大县”的华丽蜕变？

在高墟镇，该镇宣传委员李舫拿出一摞小册
子，上面记录着各村在外人员情况，包括年龄、现工
作（就读）地、家庭情况、联系方式等。

“这是我们按图索骥的‘数据库’，全县各乡镇
都有这么一摞，由专职人员定期跟进、动态更新。”
李舫介绍，“归雁工程”以重大节庆为媒开展宣传引
导活动，指导各乡镇完善在外人员档案归集，呼吁
更多人返乡创业就业。

正是在家乡工作人员的跟进、呼吁下，杨自和
从山东省济南市一所高校毕业后，选择入职沭阳一
家干花加工企业。吸引他返乡就业的原因很多，近
年来沭阳花木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其中之一。

数据显示，沭阳县花木种植面积达60万亩，进
入互联网时代，沭阳花木销售告别“喇叭喊”，实现
了“网店卖”“直播带”，去年花木销售额突破300亿
元，直播销售额占全国三分之一，花木产业带动35
万人创业就业。

与此同时，去年年底从家乡领取的 1800 元一

次性就业补贴也让杨自和备感暖心。据统计，2023
年，沭阳县发放各类就业创业补贴约7000万元，帮
助1.34万人返乡就业创业，扶持490名大学生成功
创业。近三年来，沭阳累计发放创业就业扶持资金
2 亿元、创业担保贷款 8.4 亿元，扶持 1.3 万人自主
创业，带动3.8万人就业。

对于普通创业者而言，这些扶持资金帮他们跨
过了创业的第一道门槛。据了解，沭阳还创新信用
贷款模式，推进“苏岗贷”，不断加大对返乡创业者的
支持力度。“回家创业是好的，家乡很多政策管用又
优惠。”贤官镇一家企业负责人说，去年，他凭借良好
信用，成功申请到15万元信用贷款，解决了办厂的
资金难题。

“让外出的人想回来，让回来的人有事做。”正
是在这一理念下，沭阳县曾长期设有的劳务输出办
公室已被返乡兴业办公室替代，当地还通过组建返
乡创业联盟和创业指导专家服务团，免费开展技能
培训、创业培训，探索建立“技能银行”等方式，为返
乡人员打造15分钟创业就业服务圈。

据介绍，通过企业下单、培训机构出单、劳动者
点单、政府买单的“四单”模式，依托淘宝大学、农广
校、职业教育、人社部门职业技能培训等载体，近年
来，该县已培养 8200 多名产业带头人、3.3 万余名
农业经纪人、2.9万余名乡土人才。

留住“归雁”，还需免除他们在生活上的各项后
顾之忧。“为了让返乡人员对城乡生活不再有明显
落差，在不断优化创业就业环境之外，我们还大力
推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均衡化，拉近城乡生活
差距。”沭阳县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今年 39 岁的葛志伟，从同济大学毕业后曾在
外打拼多年，如今返乡创办了一家智能装备公司。
他感慨：“家乡政策好、环境好，我们企业也发展得
越来越好！”

江苏沭阳县28.2万人返乡背后——

“劳务输出大县”如何化身“返乡经济大县”？

□□ 刘雪梅 王雪妮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今年以来，新疆库车市先行开展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试点工
作，首批试点为阿拉哈格镇比苏特村等
5 个村，4264 名参保村民享受到集体补
助资金 13.48 万元，现已全部成功划入
参保人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为下一步
探索养老保险补助政策新途径提供了
样板。

在立足实际，秉持“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库车市社保中
心积极指导各试点村召开村“两委”会
议、村民大会，结合各试点村自身经济情
况，根据实际参保人数制定出了符合政
策、顺应民意、合乎民心的“一村一策”。
试点开始后，库车市阿拉哈格镇希望村
率先垂范，利用居民议事会、农民夜校等
予以宣传，并根据实际参保情况及经济
实力，制定合乎民意的补助政策，让一项
全新的惠民政策在群众中有了呼声。

说起集体经济补助养老保险的事，
希望村村民阿孜古丽·肉孜连连称赞，多
缴多补，让她在明年提高缴费档次上吃

了“定心丸”。阿孜古丽·肉孜说：“我今
年养老保险交了 1000元，除此之外村委
会补助50元，政府补贴140元，我的账户
现在是 1190 元。我会把这个好政策给
身边的朋友、亲戚都讲一下，让他们也能
享受到。”

希望村党支部书记常迪说：“今年
自治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工
作开展以来，我村以多种形式加大宣
传，给群众介绍早交钱、早享受、多交
钱、多政策，通过‘四议两公开’做到公
开透明，通过村干部的宣讲，辖区有 609
名群众以定额加激励的方式进行了补
助，这项政策也是我们村集体经济在惠
民、利民方面的又一大举措，政策执行
以来，群众在参保和提高参保的档次上
也越来越积极主动。”

库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科科长阿依努尔·依米提
介绍，下一步，库车市将积极巩固试点成
果，健全多元筹资机制，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服务质量，稳步推进集体补助在更
多有条件的村落地落实，不断提高养老
保险保障水平，让更多城乡居民共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

新疆库车市

开展集体经济补助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 陈鑫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金平

“大家看看图上哪些属于药品，哪些
不属于呢？”日前，在江西省赣州市信丰
县正平镇联合村农家书屋，来自重庆大
学渝子童舟实践团的带队老师王晨晖为
村里的留守儿童上了一节安全用药知识
科普课。

在小课堂上，村里的孩子们积极
与实践团的志愿者们互动着。志愿者
们除了为孩子们详细讲解用药事项，
还细心地向他们传授吃药时应该“胶
囊低头，药片仰头”“一日三次不等于
随餐吃药”“破溃伤口不能马上用红花
油”等小经验。此外他们还针对农村
常见的保健品宣传陷阱给孩子们进行
了科普宣传。

据了解，近年来正平镇依托农家书
屋推广的阅读积分制、“五点半”书屋港
湾、暑期课堂等服务项目，不断丰富完善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措施，有效改善
了农村留守儿童假期无人管教、沉迷手
机等问题。

“在这里看书读书能获得积分换取
文具盒、笔记本、公仔玩偶等精美礼物”

“还能和朋友们一起下棋、看电影”“志愿
者老师可以帮我辅导作业”，说起农家书
屋的好处，孩子们赞不绝口。

据介绍，该镇还依托农家书屋组
建了由党员干部、文明实践员、网格
员、村小老师等组成的“伴读志愿者”
队伍，经常开展集体观影、红色宣讲、
科普宣传等活动，在有效解决家长后
顾之忧的同时，不断丰富留守儿童的
假期生活。

江西信丰县正平镇

小屋大爱 守护留守儿童

□□ 方永针 黄茜

“阿叔，最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上周给你开的降压药按时吃了没有？”
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
区刘圩镇那床村，村卫生室乡村医生
周兆艺又开始了每周固定的“家访”。
他提着药箱，骑上电动车，穿过弯曲的
山路前往患者家中，为行动不便的监
测患者测量血压，了解患病村民的最
新情况。

“平时有点小病小痛，周医生都会很
耐心地为我们检查、治疗，知道我腿脚不
方便就亲自到我家来帮我看病，多亏有
他，我的身体才这么硬朗。”一提到周兆
艺，那床村的村民都忍不住夸赞。正是
靠着经常对村民进行慢性病随访、开展
卫生知识宣传等工作，周兆艺对村民的
健康基本状况了如指掌，而且能及时有
效地为患病村民进行治疗。

同时，在那床村卫生室，各类医疗器
械被有序地安放在干净整洁的治疗室
中，药房涵盖各类疾病用药，村里的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可以直接到卫生室刷医
保卡取药，不再需要去到镇上就医。

据了解，近年来，青秀区积极探索医
疗资源供给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路
径，不断推进医疗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
为基层百姓带来专业、便利的医疗服
务。青秀区目前共有 37个村卫生室、60
名“乡聘村用”医生，已实现每个卫生室
都有专业医生坐诊的目标。为留住像周
兆艺这样的村医人才，青秀区建立了“乡
聘村用”乡村医生体制，通过行政、人员、
业务、药械资产、绩效考核和财务六统一
的村医管理新模式，实现城乡医疗一体
化管理。

周兆艺表示，在统一化管理之前，村
医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收入微薄，所以
处于“半农半医”状态，即村民需要看病
的时候就出诊，空闲的时候就务农。如
今，一体化管理实施后，不仅使乡村医生
的职责、准入及退出机制有了规范，且村
医基本工资及保险待遇也得到了落实，
极大提高了他作为乡村医生的职业认同
感和从业安全感。

下一步，青秀区将继续完善乡村医
生培训机制，让乡村医生定期参加高水
平培训和进修，提升临床能力和业务水
平，为村民带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留下村医人才 提升医疗服务

近年来，为不断加大城乡失能特困人员的救助力度，重庆市将长期护理保险待
遇享受范围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大至中度失能人员。随着养老护理员需求量提升，
职业培训机构的订单培训量也在不断上升。图为日前，在重庆沙坪坝区科讯职业
培训学校的养老护理员培训课堂上，老师正为学员讲解血压测量方法。

赵杰昌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近日，在河北省南皮县刘八里乡高八里村的鑫飞扬
数控机械设备厂内，26岁的肢体四级残疾人李文韬正在
车间安装设备，他告诉记者：“这是项技术活，我干得熟
练，一个月能赚8000元左右。”

李文韬是高八里村村民，因为胳膊受伤，退伍回乡后
找工作处处碰壁，偶然从在鑫飞扬数控机械设备厂务工
的奶奶那里得知，厂子正面向残疾人招工，于是他立马报
了名，成功被录用。

最近，在南皮县王寺镇西郭村的千亩良田农机服
务专业合作社内，60 岁的肢残人士郭凤西也找到了自
己的事业。正在田里盯着无人机打药的他说：“自从村
里组织开办了农机合作社，我的地全都技术托管了，解
放了双手，我还能在合作社内再打个工。每月村里固
定给 300 元最低工资，多干就能多拿，按天计费，这样算
下来收入还可以。”

据郭凤西介绍，这家合作社通过开展农作物种植收
割、病虫害防治、农田旋耕整理、采购供应农资、农机技术
培训等服务，目前已吸纳本村 270户 1171亩土地加入合
作社服务，吸纳残疾人托养 14名，其中 11名已上保险（3
人因岁数超龄无法上保险），托养残疾人保底工资 300
元/月，另参与合作社工作50元/天，最高工资1800元。

如今，郭凤西还成了合作社内11名残疾人员工的小
组长。每当村头大棚里的西红柿挂满枝头，他会针对每
个人的不同情况给大家派活：4 名智力残疾人负责在麦
收前做整理，3 名肢体残疾人负责开三轮车运输，4 名因
病致残的员工负责割地头。

据统计，南皮县共有残疾人 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
7.23%。作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定点帮扶县，近年来，南
皮县立足自身工业、农业及第三产业发展现状，深度聚焦
残疾人家庭就业需求，积极组织开展技能培训，举办残疾
人专场招聘会，鼓励和支持工业企业、种植大户、家庭农

场、合作社吸纳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庭成员入岗就业，目前残疾人
就业率达2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南皮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李富仓说：“就业，蕴含着价值和尊严。
2023年以来，全县累计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1次，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职
业技能培训 5 次，服务残疾人 200 余人次，新增就业 100 余人。希望在全县支
持和鼓励残疾人干事创业的多项举措下，越来越多有志向、有特长的残疾人
能实现‘就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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