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文利 通
讯员 王智生）近日，省委宣传

部离退休干部第二党支部组织

离退休党员奔赴温州，追寻红

色足迹，汲取信仰力量，开展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题

学习会暨“走基层、看变化、促

发展”活动。

活动中，一行人先后走进

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洞头红

色印迹馆、红十三军军部旧址

等地。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

片，一件件斑驳的文物资料，

将大家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大家认真学习红色历史、革命

事迹，接受了一次深刻难忘的

党性教育。

昔日旧址，今日课堂。参

观过后，因地制宜，由第二党

支部书记徐平带领全体党员

学习了《省直单位离退休干部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十坚持十不得”倡议书》，引

导老党员深刻理解文件的精

神实质和重要意义，做到入脑

入心，以学促行，激励老同志

们传承革命精神、坚守纪律底

线，续写桑榆新篇。

“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绷紧纪律之弦、守牢纪

律底线”“不触红线、不越底

线”⋯⋯交流研讨环节，老同志

们围坐一堂，目光如炬、神采飞

扬，围绕学习主题，结合自身实

际谈体会、发感言、讲心声，现

场气氛热烈而庄重。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循

迹溯源、感悟精神的学习教

育，也是一次开阔视野、激发

力量的精神洗礼。老同志们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大家

纷纷表示，要持续深入学习领

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始终做全面从

严治党的坚定支持者和模范

践行者。

下一步，省委宣传部离退

休党支部将用心用情、尽心尽

责、精准服务，持续推动老干

部工作走深走实，引导全体离

退休老同志进一步锤炼坚强

党性、提高思想觉悟，做到“离

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追寻红色足迹 践行初心使命
省委宣传部离退休第二党支部开展“走看促”

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李楠）小
满时节，绍兴市越城区老干部
服务中心联合府山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开展“初夏迎小满·
万物皆美满”中医养生体验活
动。

现场，中医养生体验区热
闹非凡，老同志们排队参与耳
穴压豆、艾灸、穴位贴敷、中药
辨识等项目。中医师们手法娴
熟，一边操作一边科普，帮助老
同志健脾除湿、宁心安神，让身
体的气血也达到“小满”。此次
活动将节气养生的健康理念融
入生活中，让老同志近距离感
受到了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越城区
中医养生体验

本报讯（记者 乐美真 通
讯 员 杨 甄 珍） 5 月 14 日 中

午，随着饭点临近，金华市磐

安县尚湖镇杜家庄村 3 个助餐

点不约而同飘出饭菜香，老人

们围坐一桌吃得欢乐。不同

于其他助餐点，这里有些“不

同寻常”：有的将餐桌搬进当

地农户家里，有的把村里闲置

场所变成邻里助餐点，农户变

身“掌勺大厨”。

“全县自然村很多，距离

最近的行政村都有 2 公里以

上，如何就近就便解决这些山

区留守困难老人‘做饭愁’‘吃

饭难’问题，我们一直在寻求

突破口。”磐安县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磐安

推出“加双筷子”邻里助餐行

动，针对因地理位置偏远、人

口流失严重而无法建设居家

养老照料中心的村社，选择条

件允许且有意愿的农户，开展

老年人就餐服务。

此举是破解传统助餐面

临“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创新

举措，也是对“老年食堂”集中

助餐机制的补充完善。

“一个人也要烧饭，一群

人也是烧饭，大家还能热热闹

闹、边吃边聊。”52 岁的万凤英

是村里一个助餐点的掌勺者，

趁着身有余力，她自愿加入邻

里助餐行动，贡献力量。平日

里，老人们也会拎着自家种的

蔬菜送到助餐点，互相分享，

邻里温暖随处可见。

目前，磐安县已实现 5 个

助餐点正式运营，解决了 50 余

位老人的就餐难题。各个助

餐点内均配备冰箱、消毒柜等

设备，并通过“民政补一点、村

集体担一点、社会捐一点、个

人出一点”模式筹款，用于承

办“邻里助餐点”农户的经费

保障。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全县将聚焦养老领域痛

点难点，不断提升养老服务品

质，助力老人乐享幸福“食”

光。

加双筷子 添张桌子
磐安开启老年助餐邻里温情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单丹丹）
近日，台州临海市银景丰收驿

站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反诈

知识讲堂。

为提升老年人金融风险防

范意识，临海市委老干部局开

展“金融护航 反诈同行”主题

活动，通过案例剖析、情景模

拟、互动问答等形式，为老同志

揭开诈骗套路，送上实用防诈

指南。

临海市
守护养老钱袋子

本报讯（通讯员 曹颖 付
夏欣） 5 月 13 日，丽水市松阳
县老干部服务中心与松阳县妇
女联合会共同举办“隔代亲，智
慧爱”家风传承代际教育专题
讲座，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陆
秀云围绕“隔代惯”等代际教育
问题开展专业指导，帮助祖辈
掌握科学教育方法，用好家风
照亮人生路。

下一步，松阳县老年大学
将持续聚焦老年人需求，推出
系列讲座赋能“以学养老”。

松阳县
隔代亲 智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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