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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衡南县每年有近 70%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不少

留守老人成了“孤独的守望者”，留守儿童也普遍存

在生活、教育、安全、心理等问题。

“‘一老一小’牵动千家万户。让老年人有幸福美满的晚年，让

孩子有健康成长的童年，是基层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衡南县高度重视“一老一小”工作，从“有利于人民福祉、

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安定团结”出发，持续推进民生领域

改革，强化资源整合、创新服务模式，以新招数、新路径，温情

守护“一老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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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野屋场冶为单位
打造家门口幸福养老新模式

衡南县 60岁以上老年人有
17.1万人，有七成的老年人居住
在农村屋场。不离乡土、不改乡

音、不变乡邻，是大多数农村老

年人对幸福养老的期盼。但在地

广人稀的农村，如何实现足不出

户、养老无忧？

“以农村屋场为阵地建设养老

服务点，为更多农村老年人提供基

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服务”———这

是衡南县探索出的养老新模式。

衡南县委书记许达介绍，近

年来，衡南县不断完善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体系，将养老服务触

角从县、乡（镇）、村三级延伸至

农村屋场（小区），按照“村级主

办、互助服务、群众参与、政府支

持”原则，探索形成“屋场+养老
服务”新模式，让农村老年人真

切享受到家门口幸福养老。

在栗江镇六合村综合服务

中心后边儿的小山坡上，有一个

养老驿站。青砖绿瓦的两层古朴

房屋，16间住房，21名老人居住
养老。

“在这里生活很好，有人照

顾，饭菜也很合口味，我春节都

不想回家！”今年已经 81岁的孙
建莲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说

起自己现在的养老生活，洋溢在

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

此前，独居的孙建莲习惯了

农村生活，不愿跟儿女到外地生

活。去年 4月，她便入住这个养老
驿站，安安心心地过着“生活有人

问、困难有人帮、生病有人理、应

急有人管、孤独有人陪”的日子。

六合村的养老驿站，还设有

日间照料室、棋艺纸牌室、医疗保

健室、养老助餐点等场地，老人们

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下棋打牌，不

时传来欢声笑语。每到中饭时分，

还能吃到 5元一餐的热菜热饭。
建设运营功能完善、服务贴

心的养老驿站，资金从何而来？

六合村走出了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成果反哺农村养老的新

路子。这几年，六合村先后发展

了花椒、黄桃等产业和休闲农

庄，村集体经济增收近 50万元。
加上福彩公益金资助 13万元及
众乡贤解囊相助，养老驿站得以

持续运转。

除了六合村，衡南县其他地

区也纷纷依照“集体投入、政府

补助、社会捐助、个人（子女）出

资”机制，因地制宜探索养老新

模式。柞市镇代泉村杨梅组发动

乡贤筹建或修建屋场养老点，共

办长者食堂；花桥镇天光村将闲

置多年的村小学改建为老年活

动中心，“搭伙”组团互助养老；

衡南县益启爱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在云集街道黄金社区创立长

者食堂；江口镇政府与食堂负责

人协商设立家家食堂养老服务

助餐点；硫市镇雁来归养老服务

中心利用社区干部自家建筑房

屋近 500平，装修改造成社区老
年活动中心，配建长者食堂、棋

牌、书法、茶饮、乒乓球室等，丰

富老年人文化生活……

在改革与创新中，衡南县成

功探索出党建引领型、农村互助

型、农村集体经济反哺型、农村

乡贤慈善促进型、社会组织志愿

服务型、农村社会资本参与型、

社区干部领办型养老等养老运

营模式。

目前，全县已建成 61个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216 个农村村
级养老驿站，454个示范性屋场
养老服务点。

老人们都说，在屋场养老服

务点养老，自己吃住安心，孩子

在外工作放心，县里办了一桩好

事实事。

以野留守之家冶为阵地
创新开展野三爱三护冶行动

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远离父母，更渴望得到一份

温暖的关怀。

“关爱留守儿童是个系统工

程，不仅要为留守儿童茁壮成长

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更要构建

覆盖到校、监护到人、关爱到心

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用心

用情守护好每一个留守儿童身

心健康。”许达说，衡南县不断创

新方式，让留守儿童关爱工作有

章理事、有人管事、有钱做事、有

场所办事。

2022年初，衡南县全面启动
以“留爱在校、送爱到家、唤爱回

家，家园护蕾、志愿护学、法纪护

航”为主要内容的留守儿童“三

爱三护”行动。

该行动是县委县政府重点

推进的一项民生实事，投入 1300
余万元，在全县 114所学校建设
“留守之家”，对留守儿童特别是

节假日无人看护的留守儿童无

偿提供关爱服务。

7月 11 日，正值暑假，云集
联合学校云集中学“雏鹰之家”

里仍有 10余名留守儿童在老师
的带领下阅读课外书籍，遇到疑

难问题或者有趣的内容，便相互

交流。

他们当中有一对亲兄弟吸

引了记者的目光。哥哥晓弘（化

名）和弟弟晓阳（化名）是云集联

合学校的小学生，父母离异，父

亲因意外导致残疾，他和弟弟同

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晓弘说，今年暑假，他和弟

弟一般就在学校的“雏鹰之家”，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玩。“早上是

作业辅导课，第二节课一般都是

兴趣课，比如书法、美术、手工

课，还能学到手工艺技能。我觉

得很开心、很充实！”

“部分留守儿童周末和节假

日无人照看，存在溺水、被性侵

等诸多安全隐患。我们特地打造

了这个‘吃、住、学、导’一体化的

‘雏鹰之家’，由老师们轮流照顾

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希望孩子

在学校里能深深地感受到政府、

老师和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该校校长王华清说，除了图

书室、亲情室、活动室等功能区

域，还专门为留守儿童提供宿

舍，宿舍内洗衣机、空调、热水器

等一应俱全。

对晓弘和晓阳等需要重点

关注的留守儿童，云集中学组建

了由班主任老师担任“爱心爸

妈”、任课老师担任“爱心使者”、

班长当“爱心伙伴”的“三帮一”

爱心团队开展“送爱到家”行动，

走进、联系他们的家庭，给予了

他们更多亲情友情关爱。

如今，“送爱到家”行动走进

了全县 1275 名留守儿童的家，
“结对帮扶、走出校门、延伸关

爱”，已经成为衡南县关爱留守

儿童的常态。

从农村屋场养老模式到养

老助餐点建设，从中小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八个一”模式到留守

儿童“三爱三护”行动，每一次探

索、每一项创新，都彰显出衡南

县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民生领域

改革的决心、力度和成效，“一老

一小”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显著增强。

许达表示，衡南县将围绕群

众急难愁盼持续发力，精准落实

惠民政策，增强民生保障能力，提

升社会服务质量，把惠民生的事

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

事办好，不断推动民政工作高质

量发展。

渊据新湖南客户端冤

湖南衡南：

深化民生领域改革 温情守护野一老一小冶

院落干净整洁、房屋通透明

亮、助老餐厅干净卫生……近日，

记者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建北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看到，营养丰富

的一日三餐、温馨周到的照护服

务、离家不远的集体活动等，让这

里的老人生活得有滋有味。

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共有养

老机构 1821个，床位 17.3万张，
累计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设施

5700多处，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发
展到 1250处，优质养老服务加快
向老年人身边、家边、周边延伸。

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以来，省民政厅认真落实省委建

设幸福龙江决策部署，践行“民

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宗旨，坚

决扛起为党赢得民心的政治责

任，以“民政牵挂”品牌矩阵为引

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生实

事，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我每天都来，现在过得都

很充实。”家住香坊区的王大爷，

每天 9 点来到建北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先和这里的朋友们喝喝

茶、聊聊天，再到康复健身器具

上进行锻炼。11点，王大爷来到
助老餐厅和熟悉的邻居围坐在

一起，美美地享用卫生可口又营

养丰富的午餐。饭后，王大爷回

家睡午觉，下午再到中心的活动

室和球友打乒乓球。

哈尔滨市建北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负责人于佳佳介绍，香坊

区建北颐养院建筑面积 4450平
方米、床位 137 张，是以社区居
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日

间照料中心和长者食堂互补，养

老物业有机结合的社区嵌入式

养老服务综合体，是哈尔滨首家

国有“社区+物业+养老”星级养
老服务综合体。

2024年，哈尔滨市全面启动
全省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示范区

建设，通过打造“一刻钟”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圈，构建兜底保障有

力、普惠人人可及、多元充分供

给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新格局。

以国家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开展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为基础，建成社区老年人照护中

心 21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驿
站 13 个，20 家养老机构开展了

延伸服务，22个社区达到老年宜
居试点社区标准，66个三社联动
项目开展了助餐、助浴、助洁等

服务。

家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

周大爷患有冠心病、高血压、慢

性阻塞性肺炎等疾病，儿子因上

班夜里无法照护他，茄子河区花

海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其提供

了“夜托”服务。“老人舒心，我们

家属也放心。”周大爷的儿子说。

七台河市茄子河区花海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医养+康养”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受到老年

人的欢迎。“医疗+养老”服务模
式是中心的标签，致力于为高

龄、失能、失智、空巢、半护理、全

护理及临终关怀老年人患者提

供以医疗、养老、康复为核心的

全方位服务。

“随着居家养老社区服务工

作的深入开展，我们也感受到老

年人对居家服务的迫切需求，计

划对医养中心进行改造扩建，建

立全生命周期老年人服务模式，为

老年人提供以助医为重点的‘八

助’照料服务，为病愈出院的老年

人提供后续康复服务，服务好辖

区老年人。”该中心负责人说。

渊据黑龙江新闻网冤

黑龙江哈尔滨：

用心用情用力绘就幸福养老图景

哈尔滨市香坊区建北日间照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