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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垃圾场到日间照料中心

今年年初，本报刊发了一
篇《垫资30万，村里建起幸福
院》的报道，报道了东郑村支
书孙传祥带领村里整治了30
多年的垃圾场，并垫资为村民
建起老人日间照料中心的事。
孙传祥在高新区巨野河街道
已经成了名人。

说起孙传祥，还得从一年
半前的那个大垃圾场说起。早
在一年半以前，东郑村的幸福
院老人日间照料中心原址，还
是村里多年的大垃圾场。30多
年来，这里成了村里的生活垃
圾堆放地点，一到夏天就臭不
可闻，蚊蝇成片。

2013年10月，随着高新区
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推进，东郑
村的大垃圾场变成了村里急需
彻底清理改造的大问题。由于
村里经费紧张，拿不出改造的
经费，于是，村支书孙传祥决定

“自己动手干”。村里借来了铲
车、挖掘机，孙传祥亲自带领村
两委干部、党员、群众代表进行
义务劳动，经过20多天的整治，
垃圾全部清理完毕。

东郑村人口1075人，其中
60岁以上老年人220人，占到
全村人口的20%多。随着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到外地打工，村
里留守老人的比例越来越高，
老年人的看护也成了村里的
一件大事。于是，在推平的垃
圾场上建设一个老人日间照
料中心，成了孙传祥的一个新
想法。

为了建好幸福院，孙传祥
东拼西凑，加上村里的不少党
员和村民以及村周边的爱心
企业纷纷伸出援手。最终在高
新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
2014年12月19日，幸福院日间
照料中心正式建成启用。

健康查体不用出村了

大垃圾场变成了老人们
的幸福院，这段佳话越传越
远。高新区巨野河街道办、高
新区社会保障局、社会事务
局、创业服务中心、宣传部以
及周边爱心企业又纷纷给予
支持。照料中心棋牌室、书画
室、阅览室、健身房、台球室、
乒乓球室、卫生室、理疗室、康
复室、餐厅、浴室等各项设施
都已配备齐全。

以老龄事业为起点，村民
自觉组成了各种兴趣爱好小
组，由1到3名热心人分别担任
组长、副组长，负责平时召集
大家一起活动、负责每个功能
室的日常使用和维护。“现在
村里已经有广场舞、象棋、纸
牌、台球、乒乓球、书法、健身、
读书看报等9个兴趣爱好小
组，最多的小组已经有40多
人，愿意加入这些小组的人越
来越多。”孙传祥介绍。

实际上，如今的日间照料
中心已经远远超出了照看老
人的范畴。近日，记者再次来
到幸福院发现，村里的卫生室
也搬了进来。“现在村里的卫
生室搬进来了，群众吃药打
针、查体都不用出村了，更是

方便了那些行动不便的人。”
孙传祥介绍，高新区神思、诺
安诺泰、旗帜3家爱心企业，捐
赠了近10万元的查体设备，组
织十多名专业人员，免费给全
村200多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开展为期三天的查体活动。

如今，东郑村村民不用出
村就能在幸福院检查血压、血
糖、心电图、尿常规等十多个
项目。村里的卫生室通过爱心
企业捐助的身份认证系统，把
村民的电子健康档案也建立
起来了。“这个档案是全国联
网的，如果村民生病住院，医
院就可以从这个系统里直接
查到村民的身体情况、就医用
药情况，很详细，可以为继续
治疗提供参考。”卫生室负责
人介绍。

而在幸福院的排练室
里，记者看到，前来排练节目
自娱自乐的村民也有年轻
人。他们通过电脑在网络上
直接播放舞蹈视频并投放到
幕墙上，跟着网上教学一起
学习。一些喜欢上网的年轻
人和喜欢阅读的学生，闲暇
时间就到幸福院的阅览室看
书或上网冲浪。

“民生综合体”有了范本

幸福院的服务性功能越
来越强。前不久，高新区社保
局委托驻区企业神思开发的

“民生驿站”也到这里来试点
了。民生驿站可以为村民们提
供社保、医保信息查询、就业
岗位查询、购买火车票，能够
实现交电话费、提取现金等服
务功能。“前来办事的人越来
越多了，这里的人气更旺了。”
孙传祥介绍。

其实，幸福院的建设并不
都是一片掌声。在幸福院建设
之初也有另一种声音。有人觉
得幸福院建得再好也没啥用，
到时候高新区一开发，这个地
方早晚也都要搬离。“民为天，
需为上，老百姓的需要不能
等。”高新区巨野河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张源说，即使将来搬
离，有了现在的“民生综合体”
样本探索，重建之后仍能继续

为村民服务。
如今，东郑村的村党支部、

村委会也从老村委搬了过来，
这里又成了党员学习教育、村
民议事办事、社区文化活动、社
区学习教育、社区卫生服务、养
老服务、残疾人锻炼康复的地
方。“各项民生服务的功能正在
这里积极融合放大。可以说，在
这里发生了1＋1＞2的效果，在
这里发生了民生事业融合倍增
的效应。”张源说。

实际上，在张源看来，东
郑村幸福院不仅是养老事业
示范点，也是社会学习教育、
文化精神生活的窗口和舞台，
村民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娱乐
身心，还可以读书看报、接受
职业技能培训学习，还可以陶
冶情操，提升文明生活习惯和
素养，已经成为一个“民生综
合体”的范本。

商业综合体是当下城市建设越来越流行的商业模
式，可是“民生综合体”又该怎么理解呢？建在市郊村庄的
民生综合体又是个啥模样呢？在高新区巨野河街道东郑
村就有这么一个被称为“民生综合体”范本的项目。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书画室里，村民可以挥毫泼墨。

闲暇时村民可以在幸福院棋牌室里下象棋。

在排练室里，村民可以通过网络学习舞蹈。

幸福院卫生室可为村
民建立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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