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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食堂”飘出幸福味
老人按时吃上热乎饭，在外的子女更放心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陈晨 李岩松

家里厨房一年四季不用生火

10月14日下午两点，武家村的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传出二胡声和歌声。在多功能活
动室，四五位老人正围坐在一起娱乐。

歌声飘到走廊尽头的厨房中，77岁的
武贞振站在一个满是面粉的案板前擀着
饺子皮。武贞振的老伴庄凤兰拿过饺子
皮，放上肉馅，麻利地包饺子。

厨房里还有三位志愿者在忙活，有人
跟老两口一起包饺子，有人洗菜，有人准
备煮饺子，“我俩是来帮忙的。”庄凤兰笑
着说，志愿者不拿任何报酬，所以老两口
主动过来帮忙包饺子，感谢志愿者。下午3
点，志愿者将十几盘水饺、炒菜摆放到隔
壁餐厅。见开饭了，多功能活动室中的老
人陆续走进餐厅。

这就是武家村的“幸福食堂”，它与日间
照料中心结合在一起，整个大院占地约3000
平米，供老人活动的建筑有两层，约600平米，
设有国学书屋、康复训练室、休息室等。

武家村的很多村民，尤其是老年人，
习惯每天吃两餐。所以幸福食堂每天上午
10点和下午3点开饭，每餐两菜一汤，每周
至少吃一次水饺。因为“幸福食堂”，包括
武贞振夫妇在内的很多老人，生活上发生
了巨变，“家里厨房一年四季不用生火，在
外面工作的孩子也放心了。”

把每顿饭拍照给子女看

幸福食堂成立的背后，还有个故事。对
武家村的孤寡和留守老人，每个村干部包
三名，每天都跟老人“约会”。在一次“约
会”时，武家村党支部书记武波发现，85岁
独居老人王保田在做饭时居然炖了一大
盆菜。武波纳闷，“你一个人吃饭，怎么一
下炖这么多菜？”老人说，“做饭太难，所以
一做就做一天的饭。”武波开始思考，是否
应该给这种情况的老人找一个统一场所，让
他们放心吃饭？于是，去年10月，武家村的幸

福食堂就建成了。“要让来这里的老人每天
都像过年一样。”武波说。

不过，在幸福食堂建立之初，也遇过不
少困难，比如场地是租的，每月都要交租金。
要有人做饭、打扫卫生，这也是一笔支出，

“每个月至少2000元钱。”这笔费用让武波很
头疼，“因为村集体的收入并不是很多。”

就在武波犯愁时，村里的志愿者服务
队听说了这件事，于是派出6名志愿者，轮
流承担起幸福食堂的工作。武波曾问过志
愿者，“你们能坚持多久？”得到的答案是，

“幸福食堂干多久，我们就坚持多久。”志
愿者孔令燕还对武波说，“如果有一天我
干不动了，我的孩子会来接替我。”

目前共有23位老人在武家村幸福食堂
吃饭，最多时30多人。武波介绍，并不是所有
老人都能来幸福食堂吃饭，只有70岁以上孤
寡留守老人才可以，“不过这个条件也没那
么严格。”武波说，来吃饭的老人每天要交5
元钱费用，低保老人交4元，每日两餐，每
餐两菜一汤，一荤一素。

“有的老人带着手机，每天都会将食

堂的饭菜拍照片发给孩子，这样孩子在外
面能更安心地打工。”武波说。

一年胖了12斤

武贞振夫妇家离幸福食堂三四百米
远，两人每天上午骑电动三轮车来，“几分
钟就能到。”老两口先在多功能活动室唱
歌、打牌，然后跟其他老人一起吃饭。饭后
去活动室玩一会儿，中午回家睡个午觉，
下午两点再回到幸福食堂。吃完饭继续玩
一会儿，下午4点日间照料中心关门，他们
也跟其他老人一起结伴回家。

10月14日下午吃的是饺子。志愿者孔
令燕告诉记者，在幸福食堂吃饭的老人，
胃口都变得越来越好，不少老人一顿饭能
吃下十七八个饺子。随着饭量增加、营养均
衡，很多老人身体也变好了，“之前有老人过
来需要人搀着，现在自己走就可以了。”武贞
振说，之前自己体重108斤，在幸福食堂吃了
一年饭，现在体重达到120斤。庄凤兰也笑
着说，这一年来自己胖了5斤。

┩蹈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徐玉芹

10月16日，教育部
发文部署2021年普通
高校特殊类型招生工
作。鼓励各地扩大艺
术类省级统考专业范
围，高校进一步减少
校考专业范围。鼓励
有关高校积极采取线
上考试方式。

扩大艺术类

省级统考专业范围

通知要求各地各
高校科学制定特殊类
型招生考试工作方
案，包括招生专业、考
试时间、考试地点和
方式、考试科目、防疫
措施等要求，尽量减
少人员流动和聚集。

省级招生考试机
构要积极创造条件增
设艺术类专业省级统
考科类，鼓励省际间
联合组织省级统考，
扩大省级统考专业范
围。鼓励高校进一步
减少艺术类校考专业
范围。

通知要求各地各
高校积极采取线上考
试方式。相关考试可
采取“全程监控、现场
录制、提交作品、考评
分离”的方式(即现场
录制本人作品并提
交，考后由学校组织
专家进行集中评分)，也
可通过实时网络视频
等方式进行考核。

严格控制现场考
试规模。高校部分艺
术类专业确需组织现
场考试的，应使用相关
专业省级统考成绩或
采取线上考试等方式
对考生进行初选，对通
过初选的考生再组织
现场校考，严格控制
现场考试规模。鼓励高校在初选时加强考
生文化综合素养考核。

严禁高校教职工参与考前辅导

各地各有关高校要严格考试组织管
理，严格审核考生报考资格，加强对考生所
持相关证书真伪的鉴定，不得降低报考资
格条件，不得放宽资格审核标准，严防报考
资格弄虚作假。

各地各高校要严格考评人员遴选标
准，不得选用以往考试招生工作中有不良记
录的人员。高校要积极落实校外评委制度，校
外评委所占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有
条件的可扩大到一半以上。每组评委人数原则
上不少于5人，有条件的高校可进一步增加评委
人数。考评人员要签订考试安全责任书，严
格执行考评人员回避制度。

严格执行违规评委“黑名单”制度，对
于瞒报或弄虚作假的考评人员，将列入违
规评委“黑名单”，不得再参与特殊类型招生
考评工作，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严禁开展特殊类型招生的高校、内设
学院(系、部等)及教职工组织或参与考前
辅导、应试培训，或与社会培训机构勾连牟
取不正当利益。

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严防替考

严把考试入口关，通过“人脸识别”“人
证识别”等技术措施，严防替考。考试过程
全程录音录像，严防考试作弊。严禁高校委
托个人或中介组织开展特殊类型考试招生
工作，严禁高校通过“只报名、不考试”等虚
假方式圈定合格生源。

加强对特殊类型招生报名、考试、录取
等工作全流程的监督检查，严防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高水平艺
术团、高水平运动队、保送生招生应严格按
照本通知要求执行。教育部授权各地各高
校组织的单独招生、强基计划、高校专项、
综合评价等类型考试招生也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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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食堂”的
建立，让位于曲阜
市小雪街道办事处
的武家村成为新时
代文明实践样板
村。在武家村，幸福
食堂与日间照料中
心相结合，不仅解
决了老人吃饭问
题，更给老人提供
了一个共同娱乐的
场所。留守老人吃
上新鲜饭菜，在外
打工的子女更放
心。据悉，曲阜市启
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幸福食堂”建设工
作后，已建成39个
幸福食堂。

每村每年资助5万 曲阜已建成39个“幸福食堂”
幸福食堂经过一年建设，使得武家村

成为曲阜市重点打造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样板村。不过早在2018年，曲阜市石门山
镇西焦沟村就建起幸福食堂，这也是曲阜
市第一家幸福食堂。西焦沟村曾是省级贫
困村，2018年才实现脱贫。党支部书记张
树亮2016年上任，此前他一直在外打工。

2018年5月，村里九旬老人张建秋对张树
亮说，能不能在村里建一个食堂，让像他这
样的孤寡老人能凑在一起吃饭。张树亮立马
行动，2018年6月，幸福食堂就建了起来。

食堂需要有人做饭，张树亮便请了一位
村民当厨师，一个月800元。此外还有每天的
食材、水电煤气等费用，一个月下来得几千

元，这些费用都得张树亮自掏腰包。三年来，
幸福食堂越建越好，有时也会得到爱心资
助，“幸福食堂”也开始在曲阜陆续推开。去
年西焦沟村被评为省文明村，张树亮认为，

“幸福食堂”发挥了很大作用。
石门山镇党委书记步新华介绍，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开展以来，西焦沟村立足“孝
德村”定位，兴办起“幸福食堂”，石门山镇参
照西焦沟村做法，按照政府主导、村级管理、
村民自愿、非营利性原则，全面推开“幸福食
堂”建设。目前，全镇共11个村的“幸福食堂”
投入运营，以每天5元的价格享用一日三餐，
目前已有200多位老人受益。

据悉，曲阜市有60岁以上老人11万，其中

贫困老人6288人，无子女特困供养老人3196
人。如何解决孤寡、贫困老人“吃饭难”“精神
孤独”问题，是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存在的突出难题。曲阜抓住全市“幸福食堂”
试点建设的重要契机，在石门山镇和息陬镇
选取15个村推进。济宁省市级文明单位也开
始实行联建帮扶“一对一”制度，给予包括西
焦沟村在内的16个村，每个村每年给予5万元
的资金扶持。

今年下半年，曲阜继续扩大辐射面，实
现标准再提升、活动全覆盖。通过示范引领，
目前全市建成“幸福食堂”39个。“幸福食堂”
建设半年多来，有效解决了农村“老有所养”
的吃饭难题，800余位老人受益。

葛相关新闻

老老人人们们在在幸幸福福食食堂堂吃吃饭饭，，开开心心又又放放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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