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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东东 张国
标）近日，在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

嘉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一场智

能养老服务设施培训正在开展，全区

配置智能服务终端的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纷纷派工作人员来此学习。

打开嘉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的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上面记录着

社区每位 60 岁以上老人的姓名、地

址、健康数据等信息。社区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智能养老服务终端可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建立养老服

务综合数据库，汇总分析为老服务数

据，推出一系列切合老人需求的服

务。此次培训，将解决之前运行时，

工作人员遇到的各种问题，让智能养

老服务终端更好地为老人提供服务。

今年以来，黄岩区推动养老服务

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合理统筹配置

养老服务资源，养老服务数字化改革

深入发展。黄岩区民政局养老服务

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黄岩

区将 20 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作为首

批试点，开展了智慧养老升级改造，

让智能化设备主动服务老人。

黄岩：
智慧养老升级改造

本报讯（记者 夏凌 通讯员
傅晗莉）“你好，能不能借一张纸给

我？”杭州市西湖区金夕学堂的一

间办公室里，传来焦急的询问。前

几天，杭城雨雪霏霏，金夕学堂学

员梁女士着急上学，出门忘了带本

子。她告诉记者，学堂本期开设的

课程是短视频编辑，她第一时间报

了名，对内容很期待。

自 2020 年 12 月以来，西湖区

积极开展“跨越‘数字鸿沟’”科普

专项行动，并不断迭代升级。

2021 年，金夕学堂第一期开

课，开发 12 个培训课件，配套编印

通俗科普读本。第一课“识物”主

要讲述WiFi连接、手电筒打开等简

单技巧；“辨色”课为日常生活中的

常用 App 介绍；“闻香”课为生活娱

乐方面的智能手机运用。

在金夕学堂第二期中，进一步

突出服务中心、服务本业、服务家

庭、服务老人，以“一码一技一乐一

福”为目标开发编排12个课程。“一

码”即解决治理需求，教学使用“西

湖码”；“一技”为解决社交需求，教

学使用影音编辑技能；“一乐”为解

决亲情需求，教学使用益智类游

戏；“一福”为解决生活需求，教学

熟练使用相关平台头部企业App。

在工作推进上，西湖区从最初

的科协单兵作战，到现在全社会齐

心合作团队作战；在课程派发上，

从 2021 年每个村社全覆盖的单向

派送，到2022年全体村社的双向选

择，实现精准匹配需求，并利用新

媒体平台，打包视频课程形成线上

送单，挑选经验丰富老师、志愿者

为有需求的场所开展线下送单；在

组织形式上，村社层面建立长者智

能手机答疑微信群，镇街层面建立

老年人公益讲师队，区级层面建立

科普中国银发科普队。

西湖区科协还制作科普台账

模板，设计集章兑奖卡片，建立每

季度通报机制，为活动成效分析研

判提供详实资料，夯实评价机制根

基；设计选课问卷，制定评价问卷，

收集培训满意度、教师满意度、志

愿者满意度、续课意愿，相关数据

均在 95%以上；做好宣传发动，征

集参训老人现身说法，拍摄录制视

频分享培训心得体会，激励、引导

更多老人参与到“银龄跨越‘数字

鸿沟’”科普行动中来。

从“单兵作战”到“兵团会战”

杭州西湖助老跨越“数字鸿沟”
从“单兵作战”到“兵团会战”

杭州西湖助老跨越“数字鸿沟”
本报讯（通讯员 陈海燕 万献

波 见习记者 乐美真）近日，在温州

乐清市大荆镇云泽社区（石门）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阮德宝和朋友们齐聚

一堂，听大荆方言讲闲谈。阮德宝

说，中心启用后，内设有舞台、“共富”

工坊等，老年人的生活因此变得丰富

多彩。当天中午，阮德宝在华龄食堂

就餐后又为母亲带了一份午餐，花费

8 元。于 11 月 7 日启用的云泽社区

（石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华龄食堂，

因价格实惠，很受老年朋友欢迎。

为破解老年食堂存在运营困难、

资金不足等问题，该中心构建“政府

出一点、社区出一点、村民出一点、就

餐老人出一点、场地租金出一点”资

金保障机制。

该中心组建华龄先锋队，分组分

周轮流值班。每季度评比慈孝之星、

慈孝之家，营造敬老爱老孝老浓厚氛

围。此外，开设“慈孝银行”，通过给

予志愿者积分，把服务时长存储起

来，达到一定额度可兑换礼品。

乐清：
这处居养中心受欢迎

本报讯（通讯员 赵培希）“天

冷了，这些围巾、帽子和手套送给

老人们，过一个暖暖的冬天。”飞

舞的毛线针，灵巧的双手，近日，

57 岁的杜琳和队友们正紧锣密鼓

地赶织过冬三件套，准备送往敬

老院。

在宁波市江北区云鹭湾社区，

有这样一支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的

“老漂族”志愿服务队。成员均是

跟随子女从异地来甬的老人，他们

用一技之长，服务辖区居民。杜琳

就是团队中的骨干。这些年，她跟

随团队开展垃圾分类督导，参与疫

情防控服务，走访慰问辖区孤寡高

龄老人，把江北当成第二故乡，在

这片土地上发光发热。

杜琳说，自己初到江北，人生

地不熟，只能待在家中帮着照顾孙

辈。社区把他们这些“老漂族”组

织起来，举办百家宴、老漂文化节

等活动。再后来，“老漂族”队伍逐

渐壮大，变成百余人的志愿服务

队，以老带新，反哺社区。

“让异地来的老人在这里也能

感受家的归属感，找到自我价值。”

江北区民政局负责人表示，云鹭湾

的“老漂族”已超 1500 人，为此，江

北区在全省率先推出由社区社会

组织牵头的“漂有所属——助力老

漂族社区融入”项目，组织开展各

种志愿服务、文艺汇演、慈孝文化

宣讲活动，鼓励他们参与社交、展

现自我、拓展“朋友圈”。

65 岁的章大伯退休后，就跟随

家人搬到云鹭湾社区，对太极拳感

兴趣的他在朋友带领下加入社区

太极队。“加入太极队不知不觉也

有 5 年了，认识很多朋友，生活丰

富，身体也变好了。”章大伯言语间

满是成就感与幸福感。

据云鹭湾社区党委书记、主任

王柳娜介绍，云鹭湾所处的慈城

镇以慈孝文化闻名于世。社区成

立由“老漂族”组成的“百老汇”志

愿宣讲团，走访博物馆、村社区，

收集慈孝故事，汇编慈孝文化册；

带领小朋友穿上古代服饰，学习

古代礼仪，开展慈孝体验活动；组

织青少年参加慈城慈孝文化节，

编排红色慈孝历史文化等课程。

截至目前，宣讲团已开展宣讲近

40 场。

“老有所为，社会才会进步。”

江北区民政局负责人表示，志愿者

通过志愿服务活动践行孝文化，引

导不同年龄居民积极助老、行孝，

为社会文明的传承出力。据了解，

“漂有所属——助力老漂族社区融

入”项目获得“全国创新社会治理

百佳案例”等荣誉称号。

在第二故乡做志愿服务

外来老人“漂有所属”

“老漂族”学习宁波慈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