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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B05

吃饭有人送 衣服有人洗 生病有人护

老人在家就能享受贴心服务

本报 7 月 26 日讯(记者

韩杰杰 通讯员 付洪

连)26 日，潍坊“银龄居家乐

工程”试点工作启动，首批

选定 10 个社区试点。该工

程主要是整合社会资源，为
社区老年人居家生活提供

多方位服务，包含配餐送

餐、日间照料、医疗护理等

上门服务，老人在家独自生

活可百事不愁，安心养老。

目前，潍坊 60 岁以上

老年人有 142 . 3 万，占总人

口的 16 . 4%，且高龄化、空
巢化现象日益突出，人口老

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如何养
老成了焦点问题，而居家养
老则是重要的解决措施。

潍坊市老龄办人员介
绍，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单

纯依靠子女照料老人的传

统“家庭养老”模式越来越

难以实现。机构养老模式，

由于养老机构比较有限，费

用偏高，加之老人进养老院

就表明子女不孝顺的传统

观念，也难以普及发展。

而银龄居家乐工程以
居家养老服务为主要内容，

老年人在家就能享受到各

种社会服务，既能减轻子女

负担，又能让老人享受到家

庭温暖。该工程主要是整合

社会资源，发挥社区养老机

构、志愿者组织及 12343 加

盟单位的作用，为老年人提

供做饭送饭、日间照料、医
疗护理、清洁卫生、洗衣助

浴、精神慰藉、查体诊病、建
立健康档案、户外活动等多

方位服务，为不能(不愿)出
门的老年人、享受低保的残

疾人上门服务，而且部分业
务将采取无偿、低偿的方式
实施。

今年 4 月该工程进入

准备阶段，目前在民生街社

区、樱园社区、苗圃社区、西
南关社区等 10 个社区开展
试点，若试点效果好，将适
时全市推广。

据市老龄部门进行的

摸底调查，老人对配餐送餐

等需求强烈。此次试点，将
鼓励各社区打造“老年餐

桌”。据悉，试点社区将整合

其餐饮、便利店等资源，经

主管部门检查验收合格后，

授予其“潍坊市居家养老服

务便民店”牌子，由其承担

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服务，不

能或不愿出门的老人，则可
提供上门服务。据悉，各配

餐单位还将针对老年人的

生活习惯、营养需求，提供

营养食谱。

送餐人员为空巢老人刘芳珍送来了午饭。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老人心声：

“不再为吃饭发愁了”

在“银龄居家乐工程”未启动之

前，试点的 10 个社区中已经有部分

社区开始尝试“老年餐桌”服务。

苇湾社区 73 岁的扈晓云是位
独居老人，自社区今年试点办了“老

年餐桌”后，她跟老朋友张桂清就成
了常客。

她说，以前一个人在家吃饭，不

值当的好好做，都是“糊弄”。社区办

了午饭托管后，她每天交 15 元钱，就

能吃得舒舒坦坦，有时候吃鱼，有时

候吃馄饨，不重样。

除老年餐桌外，该社区还指定了

一家蒸饺馆为老人免费送餐。记者看
到，该店能为老人提供蒸饺、稀饭，老人

只需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订餐即可。

中午的时候，79 岁的独居老人刘

芳珍就订了 10 个蒸饺和一碗稀饭。

刘芳珍说，年纪大了，又一个人住，平
时做饭就愁得慌，现在她腿脚不灵便

了，稍微运动点就心跳加速，“社区弄

个送餐服务很方便，不用为吃饭发愁
了。”

本报记者 韩杰杰

老人更需精神慰藉

潍坊人口老龄化发展快速，尤

其是一些旧小区， 60 岁以上的老

年人能达到总人口的两成多。在对

老年人的调查摸底中，很多老人反

映最需要精神慰藉。

记者了解到，西南关社区 60

岁以上老人 1863 人，占社区总人

口数的 21 . 6% 。而新建小区樱园社

区， 60 岁老年人比例为 8 . 7% 。

西南关社区居委会书记任光海

说，老人从岗位退下来后，每天都有

大量的时间，怎么让老人在这段时

间内过的幸福、充实，社区一直在探

索。

记者了解到，早在今年 5 月，樱

园社区便开始就社区老年人生活方

式进行摸底调查。400 多份入户调

查显示，在送餐、助洁、助购等众多

需求中，精神慰藉需求居首位。

社区书记胡晓敏说，目前社区

登记的 60 岁以上的常住老年人有

1134 人，空巢老人有 70 多户。在走

访过程中，近半老人表示有送餐配

餐的需求，但比这种需求更多的则

是精神慰藉，老人希望平时能跟人

多交流。

本报记者 韩杰杰

记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