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下午，在沧州市新华区
道东街道华油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今年 73岁的兰光树仔细计
算着手中的扑克牌，和 3位老人
兴致勃勃地打“双升”。她说：“在
我们社区，不想做饭可以去助老
食堂就餐，休闲娱乐可以去养老
服务中心……我们足不出户，就
可以享受诊疗、保洁等上门服
务。”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
2023 年，沧州市新华区道东街
道华油社区、河间市兴村镇大庄
村、肃宁县尚村镇北景口村、沧
县纸房头镇大白洋桥三村被国
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命名
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老年友好型社区“长啥样”？
在哪些方面对老人格外“友好”？
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

不出社区就能享受
各种养老服务

每天早晨 6点，家住华油社
区的兰光树和 78岁的老伴刘园
波准时起床。简单吃过早饭后，
两人开始看电视，并不时抬头看
看墙上的钟表。

当时针走到“8”时，老两口
互相提醒着，带上手机和钥匙，
下楼向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走
去。“这个点到，正好赶上理疗室
开门。”兰光树操着一口湖北口
音，边上二楼，边和记者说道。

“兰阿姨和刘伯伯来了！”工
作人员看到他们，热情地打着招
呼。

“最近手指头有点发麻，我
做做红外线理疗吧。”兰光树进
门后坐在了右手边的椅子上，熟
练地打开仪器，先设定了 30分
钟时间，然后把手伸到加热垫下
面，闭上眼睛开始接受理疗。

不一会儿，又有几位老人进
来，互相打着招呼。他们根据各
自情况，有的接受腰部智能理
疗，有的接受肩颈的智能理疗。
外面的大厅里，两位老人正在下
棋，旁边围满了观棋者。而在乒
乓球活动室里，几位老人精神抖
擞地挥拍对练。

此时，在楼下的社区助老
食堂里，工作人员开始洗菜、切
菜，为老人们准备午餐。11 点，
热气腾腾的饭菜准时出锅了。
老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前来食
堂就餐。

“一份肉片豆腐，一份蒜苔
炒鸡蛋，再加 3 个馒头、两份
粥。”做完理疗后，兰光树带着老
伴刘园波在食堂就餐。自从有了
社区助老食堂，老两口的午餐经
常在食堂解决。

“自己做饭忙活半天，口味
还很单一，还不如在食堂吃，省
时又省力。”兰光树说，社区食堂
提供的套餐非常实惠，低盐低
糖，有荤有素，每天都不重样，很
受大家欢迎。有时遇上刮风下
雨，到食堂就餐不便，还可以在
自助点餐App上订餐。接到订单
后，工作人员会把热饭热菜及时
送到老人家中。

吃完午饭，兰光树和刘园波

又回到二楼的日间照料室。休息
室里 6张床一字排开，电视机、
茶台等设施一应俱全。两人找到
床位后开始午休。

“下午我还约了老朋友打扑
克呢，现在先休息一会儿。外面
有工作人员，遇到问题可以直接
向他们求助。”兰光树说，每逢节
假日，社区还会举办各种活动，
热闹又温馨。她的“双升”打得特
别好，在去年的“双升”扑克牌比
赛中，还“杀”出重围，勇夺冠军。
提起这件事，老人言语中透着骄
傲和喜悦。

“不用出社区，就能享受各
种高效便捷的养老服务。”兰光
树表示，她十分满意现在的生
活。

发光发热
做“宝藏老人”

年逾七旬、有着 50 多年党
龄的赵炳云和老伴张淑枝是社
区里的一对“宝藏老人”。

“你们又出来巡逻啦！”“是
呀，大姐，注意安全，可不要私拉
电线给电动车充电啊！”……一
路上，小区居民热情地与戴着红
袖标的赵炳云打着招呼。这样的
巡逻，在华油社区已经坚持了
20年。

赵炳云是这支巡逻队的队
长。巡逻队最初由 37位热心居
民组成，后来逐渐壮大。他们
中年龄最大的 73岁，最小的也
有 60 岁 出 头 。队 员 们 分 为 7
组，每组 3 人至 5 人，每天分时
段轮流在社区巡逻，晚上也不
间断。值班时，每人必须佩戴
红袖标。

前一阵子，赵炳云和队员们
巡查时，发现路边的一根线杆发
生倾斜，上面的线缆坠向路面，
影响行人和车辆通行。见此情
形，赵炳云一面安排人员疏导交
通，一面向社区和物业公司汇报
情况。工作人员快速赶到，紧急
加固线杆、修复线缆，最终排除
了隐患。

20 年来，巡逻队管的事越
来越多。他们制止外来人员张贴
小广告，维护社区环境，调解邻

里纠纷……居民们遇到问题，会
主动找巡逻队帮忙。

张淑枝是一位“音乐达人”，
通晓乐理知识，不仅是社区合唱
团的音乐老师，还担任指挥，同
时负责创作文艺节目。她创作的
歌曲《艺术团之歌》等，在社区很
受欢迎。

“我们社团有 40多人，年龄

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也有50岁
了。大家每天在一起排练，特别开
心。”张淑枝说，自己不但享受到
社区提供的各种便利，还能发挥
余热帮助他人，感到非常高兴。

社区里有一对兄弟，都患有
严重眼疾，做饭成为最大的难
题。今年 70岁的“邻里守望员”
黄东兰，每天做好午饭和晚饭，

送到哥俩家中，一送就是半年。
在华油社区，“邻里守望员”

组成了一支队伍，成员是 20多
位老人。

队伍成立时，他们喊出了一
个响亮的口号：“拧成一股绳儿
去助人！”他们的服务对象是辖
区里生活不便的老年人和残疾
人。按照居住位置，每个“邻里守
望员”分管几个服务对象。

“社区一直把‘老有所为’和
‘老有所养’相结合。”华油社区
党委书记高颖告诉记者，这个社
区 60 岁以上老人占比达 37%，
是典型的老龄化社区。社区立足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致力于打造

“不离亲、不离家、不离群”的 10
分钟养老生活圈。同时，鼓励老
年人继续发光发热，积极参与到
矛盾调解、文化宣传等社区事务
中，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宝藏
老人”。

上榜的社区（村）
有啥不一样

成立香椿合作社，邀请游
客到香椿园赏“椿”……沧县
纸房头镇大白洋桥三村利用
优势产业，为村里的老年人增
加了收入，提升了老年人的幸
福感与获得感。村里为老年人
进行高标准适老化改造，增设
了缓冲坡道、栏杆扶手、马桶
旁扶手等设施。他们还建立健
全老年人健康档案，设立孝老
餐厅，为老年人提供助洁、助
餐、助医等服务。

在肃宁县尚村镇北景口村，
孝老敬亲蔚然成风。村里将“敬
老爱老助老”写入村规民约，在
村里显要位置张贴。大学生于子
硕根据北景口村的风土人情，撰
写了《景口赋》等，刻于文化墙
上。北景口村连续 9年组织开展

“晒被子，晾孝心”活动，并积极
开展星级文明户、好婆媳、好邻
里等评选表彰活动，倡导树立文
明新风。

近日，在河间市兴村镇大
庄村的广场上，老人们或敲大
鼓，或扭秧歌，气氛热烈。村里
积极开展“寸草心”爱老敬老
志愿服务活动，建设养老“幸
福院”，定期为老人们上门问
诊、送药、体检。

据市卫健委老龄科科长孙
文静介绍，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
型社区分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
两类，主要创建指标覆盖 7个领
域，包括居住环境安全整洁、出
行设施完善便捷、社区服务便利
可及、社会参与广泛充分、孝亲
敬老氛围浓厚、科技助老智慧创
新、管理保障到位有力。

2021 年，我市开展全国示
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
作。在创建过程中，各个社区以
老年人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
养老服务，努力满足辖区老年
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
需求，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截
至目前，全市已有 11 个社区
（村）上榜。

（本版图片均由苏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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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4个社区（村）2023年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一起来看看，老年友好型社区“长啥样”
本报记者 庞维双

巡逻队正在小区巡逻巡逻队正在小区巡逻。。

社区组织老年人制作元宵社区组织老年人制作元宵。。

黄东兰为服务对象送饭黄东兰为服务对象送饭。。

社区老年文艺队进行演出社区老年文艺队进行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