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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杨玉香 高腾飞 摄影报道

金乡县民政局紧抓民生实事，兜牢民生
保障，创新开启了“精养、医养、智养”养老服
务新模式，很好地满足了新时代老年人的养
老需求。

抓老之所需
探索养老服务“精细化”

他们准确把握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为老
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养老服务。推进全
县镇街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创新“服务外
包+委托经营”服务供给方式，镇街与专业
养老服务公司签订护理服务和委托经营合
同，通过承包、委托、联合经营等方式，将敬
老院运营权交给企业、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运
营，从而激发社会服务活力，走出公办养老
新路子。目前全县9家敬老院先后改革运
营，效果显著，600余名住养老人得到专业
公司提供的个性化服务。自2020年全面实
施敬老院改造提升三年行动，投入资金500
余万元对镇街敬老院进行了提升改造，通过
改造提升敬老院实现了“六有”，并全部实现
适老化，全县18处养老机构达到二星级以
上标准，其中4处达到三星级。

巧用医疗资源
养老“医养结合”化

为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他们利用镇
街卫生院闲置病房楼改建养老院，卫生院内

“嵌入”养老院，两院一体，实现资源有机融
合。目前，已有6处卫生院和1处民办医院
内设置了养老院，设置430张养老护理床
位。他们推行的镇街敬老院和卫生院互补
养老模式，使敬老院和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多
种形式的签约合作，各敬老院分别设置了卫
生室，且与卫生院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按
照“定期+按需”原则，卫生院为老人开展上
门巡诊服务，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常见病、多
发病、慢性病的诊治、合理用药指导和老年
人健康管理等服务，遇到紧急情况及时转
诊，破解了健康养老这一难题。13处镇街
敬老院通过提升改造，新增护理型床位944
张，同时鼓励民办养老机构进行护理型养老
设施改造，现养老机构床位数2161张，护理
型床位1349张，占比62.4%。

用好“互联网+”
开启“智慧”养老

为不断提升全县居家和社区养老“互

联网+”智慧养老服务能力,他们投资200
余万元打造了以紧急救助、健康管理、生活
帮扶、心理慰藉为主的智慧养老信息平
台。依托该平台，持续开展政府购买困难
家庭失能老人居家养老照护服务，按照“呼

叫、派单、服务、评价、记录”五步运行机制，
每月为服务对象提供不少于30小时的助
洁、助餐、助医、助护等上门照护服务。目
前，平台服务12650人次，服务时长57972
小时。

开启“精养、医养、智养”养老新模式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张庆余

他的名字似乎“演绎”了他的命运——
他叫唐伏立，命运之神让他因伤残而倒伏
在地，又通过在一家慈善企业的康复训练
并获得工作岗位，使他重新挺立起来。这
家企业是济宁天久工贸公司。

今年51岁的唐伏立，是任城区安居街
道唐庄村人。2013年8月13日，他在参加
金乡新汽车站建设施工时，因高空坠落，造
成腰椎11-12脊柱断裂，形成高位截瘫。
意外的发生，像一只恶魔将他狠狠地按到
在地，什么也不能干，他只能整天“窝”“伏”
在家里，不是抹泪，就是唉声叹气，怨自己
命运不好。

生活无望时，有个亲友前去看望他，聊
天时向他聊起嘉祥手套产业园有家“济宁
天久公司”，除了吸纳一般残疾人作为员工

外，还为重度残疾人开办了“希望之家”，亲
友建议他去看看。他眼里闪出一丝希望之
光，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请求看能不
能进入这个能康复训练“家”。

到了天久公司，向门口值班员说明了
来意。又经过值班员的指点，他顺着无障
碍厂房的坡道，划着轮椅上了三楼，见到了
董事长李宪庆，直接把自己的心事吐露给
他。因为李宪庆本身也是个残疾人，对唐
伏立的状况感同身受，深表同情，当场答复
同意让他来这里接受康复训练。随后，就
把他交托给康复师，并详细安排了相关事
宜。在“希望之家”，唐伏立见这里有各种
康复训练器材，公司专聘的康复师正在作
现场指导，一些患者正在接受训练。与几
个患者一番搭话后，他们相似的遭遇，相似
的命运，立马有了共同的语言，居家的那种
闭塞感、无助感和孤独感一扫而光，顿时增
添了康复训练的信心。

在20多天的康复训练中，公司不仅免费
吃住，董事长、总经理还多次向他们这些残
疾人问寒问暖，促膝交谈，在这里让唐伏立
感到了家庭般的温暖。当他康复训练得可
以做一些手工活了，公司就给他安排了辅助
性就业岗位，负责手套贴牌、包装等。有了
工作岗位，可以领工资了，让他特别激动，喜
出望外，他动情地说：“在参加了辅助性就业
后，我才真切地看到，原来社会上还有把残
疾人当作自己家人一样的企业，不管是住宿
环境、无障碍设施，还是生活条件，处处为残
疾人着想，是个让残疾人充满希望的‘希望
之家’”。他努力地做好每一件包装，经过半
年的工作锻炼，他技术更娴熟了，公司又把
他安排到稳定性就业岗位上，每月有三四千
元的工资收入，这让他喜得合不拢嘴，心里
更是充满了自信，他感觉到，自己已经从那
个趴伏着的残疾人又重新站立起来了，他要
一直站立着，勇往向前，开启自己新的人生。

唐伏立由“伏”变“立”的故事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屈昂 侯养峰 实习生 黄小茜

“您最近血压控制得不错，血糖也正常，以后继续保持。”近
日，60多岁的李上石来到嘉祥县嘉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防融合门诊进行免费体检，体检医生一边给他检查，一边将体
检信息录入电脑。

今年以来，嘉祥县以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为指导，
以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建设为支撑，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抓手，启动医防融合试点工作，创新医
防协同机制，实现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强化公立医疗机构
公共卫生职能，促进医防融合，推进疾病三级预防和连续管理，
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提升全县群众健康水平。

“太不容易了，外面下着雨，还麻烦你上门。”嘉祥街道呈祥
社区居民杜前伟一边激动地念叨，一边热情地将自己的家庭医
生薛露露迎进门。最近季节交替，温差较大，对一些有慢性病
的老人病情产生了影响。作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嘉祥县不
少家庭医生走进了社区网格驿站，提供家门口的服务。

推进基层医防深度融合，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一对一的签约，让每一位家庭
医生对自己手上每一位签约患者的情况都比较熟悉，方便长期
随访。截至目前，嘉祥县拥有278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达40
万余人，配有医生、护士、药房、后勤等专业人员团队，配有专用
电话，接听健康咨询。

人才队伍培养与建设是推进医防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嘉祥县设立了公共卫生专员岗位，建立了公共卫生专员
制度，制定了公共卫生专员管理办法，在县疾控中心有一定资
质和能力的专业人员中选聘16名公共卫生专员，下派到各医疗
机构，参与医疗机构疾病监测、健康管理等公共卫生与疾病预
防控制工作，协助医疗机构每年定期组织临床医护人员开展公
共卫生知识技能的全员培训。

同时，嘉祥县以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为试点，与县疾控
中心建立专业技术人员的双向柔性流动和交叉培训工作机
制。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临床专业人员挂派到县疾控中心
学习公共卫生知识，县疾控中心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挂派到县人
民医院和县中医院学习临床诊疗知识，相互签订医防融合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县疾控中心与医疗机构交流合作，搭建桥
梁和纽带，形成机构融合、科室配合、专业人员驻点协作的工作
模式，培养公共卫生与临床救治技能复合型人才，提升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美好愿景，医
疗卫生体系改革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具体体
现，是解决‘群众不得病、少生病’问题的治本之策。”嘉祥县卫
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悦景说，医防融合试点启动工作，既
标志着嘉祥县深化医改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嘉
祥县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揭开了
新的序幕，迈出了新的步伐。

群众健康有了“贴身管家”

为助力复工复产，任城区观音阁街道
对辖区企业工地开展流动采样上门服务，
做好企业工地疫情防控服务保障，确保复
工复产、防疫“双促进、两不误”。

■通讯员 齐文娅 摄

民 生 关 注

民 生 故 事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刘新红 孔雅玮 摄影报道

“同学们，先把红薯的藤蔓弄到一边去，
然后轻轻地挖开最表面的土，看到红薯后，
再往四周挖，直到红薯露出大半个来，就可
以用小铲子撬出来了。”“对，就这样，翊轩小
朋友做的非常好！”……9月17日，在曲阜市
息陬镇二张曲村的儒源小镇里出现了一批

“小粮农”的身影，他们在农技老师的指导
下，参加了“复兴少年宫”亲子挖蜜薯的农耕
实践活动，体验劳动的辛苦和丰收的喜悦。

农技老师先给孩子们讲述红薯播种、成
长、收获的过程。在活动现场，孩子们听得
津津有味，有的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
动，挽好裤脚，拿起小铲子跃跃欲试了。

一声令下，原本沉寂的田野沸腾了，有
的用锄头刨，有的用铲子挖，大多数孩子都
是第一次看到生长在田地里的红薯，当刨开
土地，看到大大的红薯露出头来的时候，惊
奇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快看，我挖的这个红薯好大啊！”张姝
忻小朋友兴奋地举起刚收获的成果。一个
个体态饱满、颜色鲜亮的红薯从土里都“跳”
出来了，孩子们掰去茎叶，拂去泥土，装在篮
子里，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来，孩子们，蒸红薯喽！把洗干净的蜜
薯放进锅里吧！”不一会儿，热腾腾地红薯就
端上了桌，孩子们一起分享着这甜蜜的劳动
成果。

“很多自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从小
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对于粮食、蔬
菜究竟是怎么来的，也仅仅只局限于从书本
上或从网络里得来的。让孩子们下地做一
次农活，让孩子领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的辛苦，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父母工作的
艰难，体会到生活的来之不易。”儒源小镇农
耕园的范鹏经理说道。

此次活动让学生们体验到了劳动的艰
辛和获得劳动成果所带来的喜悦，同时在亲
子互动中，也体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
堂的先进教育理念，通过全方位的感知，为
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

乡村“复兴少年宫”农耕实践收获多

“今天中班找顶由大宋和二柱两个老伙计负责，大宋找顶，
二柱观察顶板和退路。先从支护完好的1#位置开始，由外向
里，先顶后两帮顺序进行。注意通风，看风筒口距工作面的距
离、瓦斯和二氧化碳浓度、温度，发现不正常，及时报告调度
室”。在微山县崔庄煤矿入井口，微山湖矿业集团专家库领军
人才，“齐鲁首席技师”、济宁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朱思东，正在为即将下井的工人们讲解井
下作业的重要环节。

为进一步提高矿区生产工人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全方位保障工人生命安全，微山县崔庄煤矿邀请省级首席技师
开展“井前‘一刻钟’安全小课堂”知识讲座活动。专家通过实
操演示、重点讲解、问题答疑等形式，利用工人下井前15分钟的
时间，进行重点知识再梳理，通过面对面授课，帮助工人解决平
时工作中出现的重难点问题，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平时上班还是挺忙的，由于是“三八制”工作，脱产去培训
上课也不现实，现在专家走进生产车间给我们讲课，真的能解
决干活时遇到的难题，这种形式太方便了。”在崔庄煤矿掘三工
区工作的小杨说道。

将课堂开在“井前”，是微山县人社局在微山湖矿业集团开
展优化营商环境“揭榜挂帅”项目的又一创新举措。微山湖矿
业集团现有高级技师108人，省、市、县级首席技师8人，专业技
能人才在全省处于前列。为进一步挖掘专业技术人员潜力，用
好当地“土专家”，发挥“老带新”传帮带作用，县人社局协助微
山湖矿业集团组建了师资力量雄厚、专业能力拔尖的专家库，
探索出“新型学徒制”一带一、井前“一刻钟”小讲堂、全产业链

“云实训”等一批先进的产教融合新模式、新路径，持续推进优
化营商环境“揭榜挂帅”试点项目创建工作纵深发展，走出产教
融合新模式的微山经验。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田思源 朱思勤 李冉

井前课堂“一刻钟”
必将安全记心中

“以前的厕所一到夏天，苍蝇到处飞，尤其是厕所满了需要
清理的时候，更是臭气熏天。现在可好了，自从改厕后，卫生好
多了，臭味也没有了。”汶上县苑庄镇大王庄村村民张大叔说起
村内的变化，满意地不住点头。

近年来，苑庄镇将农村“厕所革命”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重要抓手，从思想认识、政策措施、体制机制等方面入
手，改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镇共完成7736户农
村改厕任务，改厕率达到96.28%。

“我们与村民一同协商，探索总结出了原址改建、院内新
建、室内套建三种改厕模式。部分村群众将厕屋套建在室内，
还同步配备了各类洗浴设施。”镇有关负责人介绍，镇里成立了
工作专班，全程参与监督建设，严控产品质量、严控施工质量，
严格按照标准逐户进行验收。对于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督
促施工队及时整改。

同时，制定了《苑庄镇健全完善农村改厕规范升级和后续
管护长效机制实施方案》，在全镇建立了4处农村改厕服务站，
配齐维修工具和厕具零部件，委托专业管护队伍，提供“厕具维
修、粪液抽取”等改厕后续服务。借助汶上县开发的农村改厕
信息化管理智能平台，在农户家中张贴有厕所使用须知和报抽
报修二维码，村民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报抽、报修、付费、评
价，实现了农村改厕后续管护信息化、智能化、可视化。

针对村民们关心的粪液粪渣处理，该镇创新后续资源化利
用模式，成功探索出资源化利用渠道。“粪液粪渣速效营养能力
强，作为底肥勾兑后生产叶面有机肥，用于大棚蔬菜和农产品
项目种植。”该镇有关负责人介绍，与道立合作社达成协议，回
收粪液粪渣，既解决了无处倒、随意倒问题，又实现了资源化利
用，形成了管、收、用全覆盖链条。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刘娜

建好小厕所 改善大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