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 赵培希 记
者 徐小翔）这两日，家住宁波市江

北区慈城镇的芦大伯家，迎来两位

专业护理员。因为中风，70 多岁的

芦大伯已丧失自理能力多年。从

头部擦拭、手关节按摩，到温水沐

浴，经过一套细致的全身服务，卧

病在床的老人不仅身体舒爽，心情

也很是舒畅。

慈城镇是宁波长期护理险先

行先试区之一。作为全国首批、全

省唯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国家试点

城市，近日，宁波市政府在“在宁

波，读懂共同富裕”系列主题首场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宁波市进一步

深化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将全市所

有区（县、市）基本医保参保人纳入

保障范围，并于 2023 年 1 月实现全

市覆盖。

宁波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无论山区海岛，还是市区农村；

无论职工，还是城乡居民，所有参

保人按照人均 90 元标准进行筹资，

真正实现“区域全覆盖、城乡无差

别”和“人群全覆盖、身份无差别”。

据了解，自 2017 年 12 月开始，

宁波先后在海曙、江北、鄞州、镇

海、北仑五区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为居住在机构里的重度失能人

员提供护理服务。目前，宁波已有

251 家机构护理单位和 114 家居家

护理单位纳入定点，护理员 6200 余

人。

芦大伯是宁波市首批长护险

服务对象。“自己照顾不周到，将老

人送去疗养院也不是长久之计。”

芦大伯的家人告诉记者，因为平日

工作繁忙，照顾老人心有余而力不

足。如今，护理人员每周上门两

次，每次服务两小时，专业护理技

能和手法让他们很放心，长护险保

障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和

看护压力。

今年 6 月，浙江省医疗保障局、

省财政厅印发《关于深化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标志

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由

1.0 阶段的省内分散试点、各自探

索，步入 2.0 阶段。省医保局改革

发展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 7 月，

全省试点地区覆盖参保人数1111.8
万人，累计享受待遇人数 5.86 万

人。目前，我省计划在非试点地区

开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探索，为深

化长期护理保险积累经验。

城乡无差别 身份无差别

宁波长护险明年实现全市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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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胡元琪）近

日，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下郑村文

化礼堂前，柯城区退教协会讲师、

九华乡老年学校银龄辅导员方玉

林带领“飘带龙艺术团”学员，一起

举行飘带龙健身操开班仪式。

作为老年教育资源整合省级

试点单位，柯城区自 6 月以来迅速

组建老年教育联盟，大力推进区级

老年大学、乡镇（街道）老年学校、

村（社）老年学堂建设。九华乡整

合乡村振兴讲堂、文化礼堂等场

地，于 8 月正式成立九华乡老年学

校，并邀请“五老”志愿者担任银龄

辅导员，填补基层老年教育师资缺

口，促进老年教育资源普惠共享。

九华乡老年学校在满足共需

原则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发掘传统

文化，开设颇具当地特色的精品课

程。自正式开学以来，排舞、书画、

民乐、飘带龙健身操等课程陆续开

班，吸引百余名学员参与。

衢州：
“五老”助力乐学

本报讯（记者 王杭晨 通讯
员 朱悍晟）今年重阳节在国庆节

期间，近日，嘉兴海宁市硖石街道

竦秀社区内，志愿者们已开始为

“老宝贝们”准备一系列贴心暖心

节日服务。

竦秀社区内居住着 1250 余位

60岁以上老年人，其中近30位是独

居高龄老人，因无人照顾、腿脚不

便等原因，普遍存在“做饭难”问

题。他们常常做一次饭分 3 顿吃，

营养得不到保障、情感得不到慰

藉，还存在安全隐患。

2018 年 4 月，竦秀社区经过走

访、调研、分析，依托社区“银立方”

志愿服务队，发动退休干部扛起

“以老助老”担当，精心策划开展

“老宝贝一碗汤”速递行动。

行动开展以来，“银立方”志愿

服务队志愿者根据节气和老人的

特点，共同商定营养菜单、熬制时

令汤品，以“10 分钟必达”的服务

标准，把冒着热气的汤送进结对老

人家中。遇上传统节日，志愿者还

会组织开展包馄饨、裹粽子等活

动，精心包装后一一送上门，把节

日气氛和海宁风味带进独居老人

家中。

用“一碗汤”敲开“一扇门”，志

愿者们用社会工作理念，附送系列

增值服务，如送完汤后停留“1 小

时”，话家常、搞卫生、解心结；组队

“认老亲”，“60 后”牵手“80 后”，每

月两次为结对老人提供买菜配药、

做饭陪聊、就医陪护等个性化服

务，不断增强其安全感和获得感；

联系社区摄影达人，提供上门拍照

服务等。

志愿者们还充分利用社区组

织春游、中秋节、重阳节等集体活

动契机，当好“一对一”服务管家，

广泛发动“老宝贝”走出家门，融入

社会生活。在每年的重阳节健身

走活动中，志愿者们总是早早来到

现场，一路陪伴老人缓步健行，在

美景打卡点上为大家拍下精彩瞬

间。

截至目前，“一碗汤”行动共开

展集中服务 45 次，为“老宝贝”累计

送汤 1500 余份，走出一条各年龄段

长者广泛覆盖、志愿团队多元参

与、志愿者和服务对象互融共助的

为老服务新路子，形成独特的银龄

“汤”文化，为“银立方”志愿者参与

社区治理和服务提供可持续、可借

鉴的实践与探索。

“一碗汤”敲开“一扇门”

海宁“以老助老”解难题
“一碗汤”敲开“一扇门”

海宁“以老助老”解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 邬海燕）近

日，杭州市余杭区委老干部局分别

召开区直单位、街道及乡镇党建工

作片组会议，纵深推进金秋驿站选

培工作，推进离退休干部党建更好

融入基层党建。

会上，余杭区委老干部局副局

长姚冬琴表示，要以学、研、整、融、

特“五步”工作要求，全域建强金秋

驿站建设。

学深悟透文件精神，重点了解

金秋驿站选培总体目标和建设标

准等，有的放矢开展工作。

进行调研摸底，收集老同志特

长优势和当前作用发挥情况，分析

驿站选培可能性及功能发展方向。

做好资源整合、多跨协同工

作，针对部分村（社）老干部居住较

为分散现状，鼓励邻近村（社）通过

联建形式，组建志愿服务联盟。

将驿站创建融入当地党群服务

中心、文化大礼堂等活动阵地，利用

现有资源，助力老同志作用发挥。

注重挖掘特色资源，做到“一

镇树一品”“一村树一品”，打造一

批具有辨识度的金秋驿站特色品

牌。

余杭：
“五步”建强金秋驿站

护理人员上门为芦大伯进行服务。

志愿者为老人提供多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