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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养老最受欢迎
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

注，居委会已经接过了社会养老工
作的第一棒。目前，济南所有的居委
会都开展了各种针对老年人的服务
活动，这些活动从吃饭、健身到兴趣
培训、法律援助等等，非常全面。

“对于居委会来说，现在社区工
作的一个大头儿就是老年人。”市中
区二七新村街道办事处陈庄社区居
委会主任尹小爽说，尤其是像陈庄
这样的老社区，老年人数量多，而且

经济水平普遍较低，老年人生活的
大部分时间会在家里及附近度过。

陈庄社区居委会楼下有一个老
年公寓，规模不大，老人多来自周
边，“住在这里，对老人来说，没有陌
生感；对孩子来说，送饭看望方便，
一举两得。”尹小爽介绍说。

而像老年合唱队、舞蹈队、京剧
队等兴趣爱好班，济南绝大多数社
区都有，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居委会
的组织下成立的。硬件条件好的居

委会，会设立专门的练习室，而条件
不允许的居委会，就充分把社区广
场公园利用了起来。

“社区养老具有很大的优势，一
方面老人不用离开熟悉的环境，不
用离开老街坊邻居，而且社区组织
的各种活动也能满足多数老人的精
神需求。”从事老年人生活状态研究
多年的社会学家李培阳认为，居委
会作为社会养老的第一棒选手，应
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各种兴趣班 老人免费学
在七东社区二楼的教室里，78

岁的李大爷对照着老师发的讲义，认
真地敲着键盘，“我上的这是电脑培
训中级班，基础的电脑知识我都已经
会了，现在学的是下载歌曲、电影啥
的。”李大爷脸上的表情很是得意。

这个电脑培训班是由七东社区

“快乐老家”项目社工开办的。项目
负责人唐晓娟告诉记者，从2011年5
月进驻七东社区以来，这已经是他
们开办的第九期电脑培训班了。“除
了电脑培训，我们还有手工制作、绘
画等多种兴趣班。老人可以自主报
名，全部免费。”唐晓娟介绍说，“快

乐老家”项目的宗旨就是实现老年
人快乐居家养老。

“社工除了负责各种培训班，还
会配合居委会对有特殊需求的老人
提供上门服务，主要是跟他们聊天，
给他们提供精神文化方面的帮助，
让他们身心愉快。”唐晓娟说。

社区开办“老饭桌” 解决老人吃饭难
对于市中区七里山街道办事处

七东社区的很多老人来说，居委会可
不只是个解决家长里短、卡章盖戳问
题的地方。他们中午要在居委会的“老
饭桌”吃饭，平时还在社区的快乐老家
学电脑、玩插花、练书法。对于他们来
说，这里成了他们养老的主阵地之一。

8月30日上午11点，离七东社区
“老饭桌”开饭的时间还有20分钟，
几位老人就已经提前到了。他们一

边三五成群地坐着聊天，一边等着开
饭。而在厨房，两位厨师正忙碌着把
刚炒好的菜盛出来，菜分别是芸豆炒
肉、菜花炒肉和基围虾炖萝卜丝。

“我在这儿吃了好几个月的饭
了，做得很好吃，每天有荤有素还天
天变花样。”刘大娘告诉记者，她一
个人生活，前几年身体好的时候还
能自己在家做饭吃，最近腿脚不大
利索了，吃饭就成了大难题，“现在

问题解决了。”
七东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春红

介绍说，这是济南市首家“老饭桌”。
“现在‘老饭桌’能容纳20人左右，一顿
饭也就六七元钱。”李春红说，七东社
区作为一个老旧社区，老年人的数量
非常大，很多独居老人面临着吃饭难
的问题。2010年5月，七东社区在市中
区民政局的支持下建起首家“老饭
桌”之后，来吃饭的老人一直没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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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上议事日程，探索

养老的多种模式。

今日起，本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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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老来闲

手艺受追捧
本报记者 穆静

“老来最怕闲着，现在
学会做花，闲不住喽。”在二
七街道办事处老年日间照
料中心开设的手工坊，十余
位白发老人在这里学习丝
网花、穿珠子等手工制作，
忙得不亦乐乎。老人们学习
月余，制作出的丝网玫瑰花
已经被人“看上”并预订。

几位老人围坐在桌子
旁边，学习用珠子穿成苹果
形状的饰品。老人们认真地
听着手工老师的讲解，穿珠
子时还不时相互交流一下。
吕俊英老人看到旁边的刘
秀兰一个珠子穿得不对，马
上给她纠正了过来。

在手工坊学习手工制
作的共有十余位老人，平均
年龄65岁。刘秀兰的年龄最
大，今年已经85岁。由于用
珠子穿成苹果做起来比较
复杂，有相应的口诀，对于
年过八旬的刘秀兰来说有
些困难，“我做丝网花还比
较顺手，但是穿珠子做苹果
饰品真是挺难。”

手工坊每周有两次课，
学员课上学习手工制作的
方法，在课余时间，则自己
在家练习。刘秀兰告诉记
者，手工坊让她的空闲时间
过得比较充实，“以前没事
时我就到英雄山附近逛逛，
比较单调，现在我没事时就
可以在家做手工制作。”

“快乐老家”二七站的
项目社工李明叶是手工坊
的老师，据其介绍，二七街
道办事处老年日间照料中
心今年4月份投入使用，手
工坊则是7月底开始第一期
的教学。“一期有两个多月时
间，我们会教学员们7种丝网
花的制作、用珠子穿苹果，以
及做中国结或者布鱼。”

“七夕节时，快乐老家王
官庄站搞活动，来我们这预
订了30朵丝网花。”现在手工
坊第一期已经开设一个多
月，老人们做的丝网花已经
像模像样，并且已经有人来
手工坊预订，让老人们很有
成就感。由于只收成本价加
一块钱的手工费，比市场上
的丝网花便宜近一半，老人
们做的丝网花挺受欢迎，“卖
丝网花的钱，我们会用来买
制作手工品的原材料。”

社区“老饭桌”能吃喝能玩乐
老人们聚在一起拉家常学手艺，解决居家养老的大问题
本报记者 林媛媛 实习生 宋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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