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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基 层

民 生 速 递

聚焦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丁培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一老一小”民生问题关乎家庭和谐幸
福，近年来，汶上县卫生健康局聚焦“一老一
小”健康服务和照护服务需求,着力完善政
策体系, 加快健全服务体系,持续扩增服务
供给, 很好地改善了对“一老一小”等重点人
群的健康服务。

推行医养结合 为老年人健康“加码”

每天一大早，老人就早早地来到汶上开
发区如意老年公寓活动中心棋牌室内，有的
在打牌，有的三三两两聊着天。“来这里真好，
吃喝不愁，卫生有人打扫，散步有人陪。医生
就在隔壁，生病了一个电话几秒钟就到了，太
方便啦！”84岁的高敬苓老人高兴地说道。

汶上县卫生健康局以该县被列为省医
养结合示范先行县为契机，推进医疗机构与
养老机构紧密合作、深度融合，让失能、弱能
老人在享受养老服务的同时，就近、便利享
受医疗保健，解决了医院不适合养老、养老
院不方便就医的问题，先后建立4处医养结

合机构。康驿卫生院采取两院一体模式，在
康驿敬老院设立西院区，为老人提供医疗服
务，共开放养老床位240张，入住老人277
人。县中医康养项目占地面积49.5亩，设养
老床位1000张，总投资3.69亿元。总建筑
面积8.5万平方米的汶上县二期养老服务中
心项目，旨在着力打造康复、医疗、护理、养
老“四位一体”的医康养服务模式。

同时，村卫生室为入住8处日间照料中
心的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对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提供跟踪随访
服务。全县383支家庭医生队伍针对不同
类型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对老年人进行随访和健康指导,并结合
实际，提供相应的健康管理服务。截至目
前，全县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签约83344人，
签约率75.64%。

加强青春教育护航青少年成长

“性骚扰主要有几种形式？别人对你吹
口哨，让你感觉不舒服，属于性骚扰吗…”在
汶上经济开发区青春健康俱乐部，省级青春
健康培训师丁培正在为留守儿童们讲“预防

性骚扰”知识。
自2016年启动青春健康项目以来，汶

上县通过教育服务、宣传培训、倡导动员等
方法，全力推进青春健康“学校、家庭、社会
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先后成立次邱镇青
春健康俱乐部和汶上经济开发区青春健康
俱乐部，内部共设置青春健康办公室、亲青
室、书吧、网吧、趣味室、大讲堂、科普室等功
能区域，主要开设青少年服务咨询、健康阅
读、科学上网、心理疏导、科普教育、价值观
培养等板块。

积极探索推广“互联网+青春健康”模
式，创新“线上授课+线下活动”形式，以“学
会自我保护”、“远离毒品”和“预防艾滋病病
毒感染”为主题，录制多期青春健康微视频，
截至目前，已有13期青春健康微视频被学习
强国APP收录。组建汶上县青春健康师资
队伍，先后在全县中小学和俱乐部举办200
多场青春健康活动。通过参与式的人生技
能培训，宣传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提升服务能力呵护妇幼健康

“冬季，新生儿护理不是一件容易做的

事情。新生儿护理，要从喂养、饮水、睡眠、
大便、皮肤、洗澡六方面着手……”近日，在
汶上县妇计中心妈妈课堂上，专家正分享冬
季新生儿喂养护理知识。汶上县围绕爱婴
医院“儿童优先、母亲安全”的宗旨，多举措
打造“爱婴医院”品牌，全面提升妇幼健康服
务能力和水平，保障全县妇幼身心健康。

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为中心，稳
步推进妇幼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规范设置
了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妇女保健部和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加强床位、设备配备，
保障具备与职责任务相符合的业务用房、床
位和设备设置，2019年3月，汶上县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中心顺利通过省市二级甲等妇
幼保健院评审。

为巩固实施妇幼健康筛查工作，他们还
持续开展了免费婚检、免费孕前优生检测、
产前筛查、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城
乡适龄妇女专项健康查体、农村妇女增补叶
酸预防神经管缺陷6个筛查项目。同时，组
成县级优生优育指导专家志愿者服务队，在
全县15处乡镇、街道开展“优生优育知识进
万家”活动，全力保障了一个个新生命和女
性的健康和安全。

织牢基层健康服务网底
守护“一老一小”健康

为进一步提高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让大家
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寒假，1月14日，邹城市交警大
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围绕“知危险会避
险，安全文明出行”这一主题，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撑起学生假期交通“安全伞”。民警采用通俗易
懂、生动有趣的语言为同学们讲解了乘坐汽车不系安
全带、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的危害，教育
学生们充分认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要严格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孔翠玲 李凡红 摄

“残疾人免费乘坐公交车政策减轻了我出
行方面的经济压力，为我们残疾人交通出行带
来便利。非常感谢国家对残疾人群体的关心
和帮助。”1月7日，到金乡县服务大厅公交站
下车办理业务的朱女士对该项政策赞不绝口。

近日，金乡县交通运输局、金乡县残疾人
联合会《关于残疾人免费乘坐县内公共交通工
具和城际公共交通工具政策的通知》正式下
发。通知对残疾人凭证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的乘车对象、乘车范围、使用要求等作出了
明确规定。通知指出，2021年1月1日起，凡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
人，凭证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和城际公
共交通工具，残疾人持残疾人证上车时，应向
公交车驾驶员出示具有照片页面的残疾人证
件。对已办理的残疾人专用公交卡，在使用期
限内仍可与残疾人证同等效力使用，避免因政
策调整给残疾人乘车带来不便。

根据金乡县办理残疾证情况的统计，目
前，全县持证残疾人共1.8万名。免费乘公交
车不仅能够让残疾人群体充分参与社会生活，
共享城乡公共交通发展的便利，更体现了一种
社会关怀。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李学芹

金乡县残疾人
可免费乘坐公交车

“这么冷的天，你们给我送来取暖物资，让我们心里很暖
和。”嘉祥县纸坊镇代店村村民庞大姨激动地说。

气温骤降，天气寒冷，纸坊镇党委政府把群众放在心里，
把责任扛在肩上，多措并举、积极谋划、尽早安排，把做好辖
区居民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家庭、“五保”对象、留守
病残老人等困难群体安全温暖过冬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
点工作来抓。为此，镇里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建立
健全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管区和包村干部具体抓的责任落实
体系，明确责任分工，强化工作措施。充分利用抖音、微信和
村村响等宣传手段，广泛宣传冬季取暖安全知识，组织安排
专人入户走访，发放预防一氧化碳中毒明白纸、家用电器安
全使用手册，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切实保障村民安全取暖。

“让群众安全温暖过冬，既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
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我们要带着真情、带着感情、带着关爱
做好。通过对本辖区内困难群体进行详细排查，及时了解他
们的生活困难情况，分类制定需求台账。为困难群众发放取
暖设备小太阳、电热毯等物资400余件，特别是专门为85周
岁以上的困难老人发放棉衣，真正让群众穿上‘暖心衣’”！
纸坊镇党委书记张新安如是说。

今后，纸坊镇将持续高度重视群众防寒防冻工作，按照
“全覆盖、不留死角、不留一户一人”的要求，不漏掉一名群
众，不让一名群众受冻，切实打好打赢“冬季民生”保卫战。

记者 鲍童 通讯员 程芳芳

把关爱和温暖送给群众

“开饭啦，今天是绿豆芽炒肉丝还有小白菜杂烩。”
2020年12月15日上午11点，任城区观音阁街道皇营社区居
民们按时来到颐养院餐厅，按顺序刷卡打饭。打完饭，有的
老人带着饭菜回家就餐，有的老人就留在食堂愉快用餐。

为了解决社区老人吃饭难的问题，观音阁街道皇营社区
党委不断摸索创新，结合辖区实际，通过向老年居民发放补
贴的形式，解决老年的人用餐问题，以此进一步完善社区居
家互助养老服务。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老龄化日益明
显。很多老人生活质量不高，幸福感不强。有的老人独居在
家，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没有亲情慰藉，时常感到孤独，精神空
虚。有部分高龄老人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动手能力减弱，做饭
困难，一日三餐很难保证。”社区党委书记唐新文说，社区老年
人的生活状况一直是社区党委所牵挂的，如何让社区老人尤
其是独居、困难老人老有所养一直是他们努力探索的。

据介绍，自2018年以来，社区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办理
餐卡，每月向他们发放50元的餐饮补贴。居民可根据自己的
需要，到社区食堂刷卡打饭、订餐。为了让老人们吃得健康，
社区党委根据程序、健康标准筛选餐饮店，并按照合理的膳
食标注制定餐饭，老人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为了更好地服务辖区老年居民，社区结合居民区实际，
在居民区附近设置食堂，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饭
菜。“社区按月给居民餐饮补贴，而且食堂饭就在家门口，给
老年人生活带来很大便利，感觉很幸福。”家住皇营康桥华居
的寇老师感慨说。 记者 梁琨 摄影报道

社区食堂里笑语欢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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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李霞 刘敬胜 李冉

“如不是种站长及时帮助我解决了困难，
我真不知道这个冬天怎么过啊！我对你们所
做的贴心服务感到很暖心！”正说着，今年70多
岁的退役军人老于眼角湿润了。老于之所以
能得到及时的帮扶，还得益于微山县昭阳街道
退役军人服务站贴心服务。

老于身患残疾，常年瘫痪在床。随着天气
渐寒，生活便成了难题。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种涛得知情况后，及时积极安排工作人员与老
于对接，帮助补充出具入院治疗的情况说明和
原始病历材料，协助老于办理残疾评定，并为
其争取困难帮扶资金，解了老于的燃眉之急。

对老于的帮扶，是昭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
站帮扶退役军人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种涛
带领微山县昭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通过上
门走访和牵手退役军人活动共救助困难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11人，发放救助资金
21000元，实实在在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

“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是与老兵们‘面对
面’的服务机构。我们必须始终将老兵们冷暖
需求记在心上，给予老兵们最温暖的关怀，将
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到最基层。”种涛说，自街道
退役军人服务站成立后，他们便组织工作人员
到老兵家中走访慰问，宣传国家帮扶政策，了
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帮助解决他们面对的生活
难题。

为了让退役军人有家的感觉，激发退役军
人退伍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热情，他带领工
作人员重点打造了三孔桥社区服务站服务体
系建设，设置了服务大厅、退役军人之家、退役
军人活动室、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室、退役军人
党性教育基地等多功能办公设施，打通服务保
障工作“最后一公里”。

与此同时，昭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
志愿者们，积极加入微山县开展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中去，进行文明经商、环境卫生和文
明行为劝导，参加街道开展的“公筷公勺我
先行”“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志愿服
务活动。“国家给了我们贴心的关怀，作为退
役军人，我们就要以身作则，发挥余热，尽可
能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退役军人们
表示。

退役军人服务站
里的暖心事

“大姐，您可不能在电暖器上烤衣服了，这样很危险。尤
其是这衣服还没干，很容易导致电器漏电引发火灾。”1月11
日上午，汶上县寅寺镇网格员走进村民家中，开展冬季消防
安全知识宣传，提升村民冬季消防安全意识。

为筑牢冬季消防安全防火墙，保障群众安全过冬，寅寺
镇实行消防网格化管理，组织45个村网格员定期到农户家中
进行巡察并开展消防知识宣传。网格员通过举例子、言传身
教等方式向村民耐心细致讲解了如何安全使用电热毯等取
暖设备、发生火灾后如何自救、灭火器材如何使用、在屋内使
用煤气灶、火炉取暖时，一定要注意通风，严防一氧化碳中毒
等安全知识，使村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同时，该镇还利用
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微信群等新媒体宣传平台，定期推送
消防安全知识，结合农村冬季防火特点，在各村主干道路张
贴消防宣传标语，向群众发放消防安全宣传单页1000余份，
并充分利用村“小广播，大喇叭”，宣传冬季防火注意事项。
通过全方位立体宣传，真正做到“消防宣传处处见，安全知识
记心间”。 通讯员 王阳

冬季消防安全记心间

1月16日，爱心企业在曲阜市吴村镇组织公益消杀活动，
集中对镇中学、镇小学、中心幼儿园、峪口小学、镇政府等人
员密集场所的庭院、楼道、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地毯式”、
全方位的、不留死角的消杀消毒，全力做好疫情防控，预防和
阻断疾病传播途径，构筑起一道疫情防护墙。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吴冠兰 摄

■本报记者 鲍童
本报通讯员 王永勇

为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邹城市
石墙镇突出农业提质增效，着力做好“三
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开启了乡村振兴新
篇章。

在石墙镇西半部，近 2 万亩的高标
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让17个村庄的村
民因此受益。为做好“基础设施”文章，
改善农业基础条件，石墙镇对此不断增
加投入，建设设施农业535个，小麦统一
供种服务5万亩，完成12座小水库清理
整治；对20个村实施农村通户道路硬化
工程；完成24个村、19.48公里农村公路
三年“集中攻坚”专项行动路网提档升

级工程和5个村的镇村道生命安全防护
工程。

在镇南部山区，他们又依托“石墙薄皮
核桃”的特色品牌，发展出核桃种植基地1
万余亩；以山东恒发食用菌和世纪智慧农
业为龙头带动，韩庄等村大力发展蘑菇、玉
木耳等食用菌产业，带动附近农民就业
100余人，研发新品种2个，国家级新技术
3个；大力扶持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积极帮
助“光头李记”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搬迁厂房
和用地需求，进一步壮大了企业规模，增加
群众就业300余人；继续发展“红长青”“绿
鑫春”等企业的瓜果蔬菜种植基地，推动产
业绿色发展；落实能繁母猪保险391头，育
肥猪保险12521头，落实补助资金74.5万
元……为搭建平台，叫响品牌，做好“产业

项目”文章，石墙镇依据发展特色农业思
路，2020年全镇仅新增各类示范基地或合
作社9个，其中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1
个。

做好农业文章，就不能离开人才的培
养。为培养乡土人才，做好“育种墩苗”文
章，石墙镇积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
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
化，打造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处于行业领
先地位的龙头企业，目前，全镇共培育市级
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家，其中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1个、省级龙头企业1家，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示范1个。持续开展农
业技能培训，2020年全镇共培训开展农业
技能培训60000余人次，全镇培育农业科
技示范主体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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