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俞琪 通讯
员 郑群娜）“三八”国际妇女

节临近。3 月 5 日，记者跟随

杭州市上城区丁兰街道长虹

社区助联体服务点工作人员，

来到杭州市第三社会福利院，

看望社区唯一一位百岁老人

李招弟。她与家中“五朵金

花”的故事，充分展现了女性

坚韧、善良的美好特质。

李招弟是地道的杭州人，

出生于 1923 年，育有五个女

儿，曾是丝织厂的翻丝工。对

女儿们来说，妈妈从小对她们

要求十分严格，也爱意满满。

比如从小就要求她们分

担家务，“小时候妈妈下班回

家，我们一听到她的脚步，马

上拿扫帚的拿扫帚，擦桌子的

擦桌子。”70 岁的四女儿郑杏

梅拉着李招弟的手“坦白”。

“如今，我们都是当奶奶

当外婆的人了，但在老妈面

前，始终是她的宝贝女儿。”77
岁的二女儿郑杏娟说。

分析老人的长寿经，女儿

们一致认为，首先一定是精

准、规律的生活。

“我经常说她是军事化管

理，她学会用手机，很重要的

一个功能就是看时间。吃饭、

吃药、睡觉，都要严格按照时

间表来。”郑杏娟说，小时候她

就发现，母亲对数字特别敏

感，虽然不识字，但家里的账

目算得清清楚楚。

其 次 是 强 大、积 极 的 内

核。李招弟性格外向、喜欢热

闹。退休以后，她爱上了打太

极，还不时约上三五好友出去

旅游。70 多岁时，李招弟被查

出患有结肠癌，还经历了 5 次

化疗。她知道自己的病情，但

从未消极、放弃。5 次化疗结

束后，至今未曾复发。

当然，和谐的家庭关系和

良 好 的 社 会 氛 围 也 不 可 或

缺。2023 年，李招弟迈入百

岁，原本“贴身”照顾的女儿们

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综合考量

后，老人住进专业机构杭州市

第三社会福利院，每周五，女

儿们必定到母亲跟前“报到”，

当天要到食堂定下母亲下一

周的菜谱。平时，女儿们也常

会带着母亲所需来到她身边。

从社会氛围的角度来说，

长虹社区助联体服务点积极

开展为老服务，此次妇女节看

望就是其中一项服务举措，通

过贴心、细致的服务，营造爱

老敬老助老护老的和谐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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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金子颖）
近日，在台州玉环市民政局的
婚姻调解室内，由玉环退休教
师组成的“爱心圆梦团”为前来
咨询的夫妻提供一对一服务。
调解员耐心倾听夫妻双方的意
见，深入分析矛盾根源，并结合
实际案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
方案，帮助夫妻双方重新建立
沟通与信任。

2018 年，“爱心圆梦团”在
玉环市民政局设立婚姻服务
点，每周一到周五定期开展调
解服务，为面临婚姻困境的家
庭提供专业、暖心的支持。

玉环市
“爱心”守护婚姻

本报讯（记者 夏凌 通讯
员 朱艺娟）AI 离百姓生活越

来越近了，近日，两只机器狗

现身杭州市军休大学新学期

开学仪式上，一只穿着大花

袄，一只身着迷彩服，迎接返

校的军休老同志。

两只机器狗用灵动的身

姿、标准的语言向军休干部问

候致敬，为他们做道路引导，

介绍军休大学情况。学员们

也与机器狗热情互动，每一个

指令，机器狗都能顺利完成，

引得众人直呼“太酷了”。

“前不久刚在网上知道机

器狗，没想到今天就出现在眼

前。”太极基础班学员吴升明

点赞道，学校让大家在第一时

间接触前沿科技。

随后进行的开学第一课

也是科技感十足。在“深入美

丽西湖 寻求科技保障”专题

讲座上，学员们见识到了 AI 在

日常生活中的“魅力”。

“请提供一些适合老年饮

食的餐谱”“请以红色歌曲为

主题写一个情景剧剧本”⋯⋯

第一次接触 AI，学员们反响热

烈，现学现用。“以前总感觉 AI
遥不可及，但上了这节课才发

现原来 AI 已悄然走进我们的

生活。”学员们表示，科技不仅

给生活带来很多便利，还增添

许多快乐和惊喜。

近年来，杭州市军休活动

管理中心积极探索数智赋能

老 龄 教 育 模 式 ，搭 建“ 互 联

网+”校园服务平台，并开发适

老化数字课程等，让数字赋能

积极养老。学校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接下去还将推出

人工智能研学系列活动。

老年大学喜见机器狗
科技感归校仪式让学员大开眼界

本报讯（记者 张雪莉 周
说月） 2 月 27 日晚，由浙江省

老教授协会发起主办的公益健

康科普讲座第三季首场活动举

行。活动以“新时代健康管理

与抗衰老科技”为主题，专家就

“预防优于治疗”等健康理念与

大家展开讨论。该系列讲座已

举办 3 年近 60 期，省老教授协

会将组织更多高质量健康科普

活动。

浙江省
健康科普 专家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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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施妍）近
日，在民政部最新公布的《2024
年度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优
秀案例名单》中，“六无六有”获
评全国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
优秀案例。

湖州通过构建“学无忧、业
无忧、居无忧、行无忧、用无忧、
乐无忧、险有免、产有扶、病有
助、老有养、梦有圆、残有助”12
大路径 33 个模块，在全域打造
低收入人口“六无六有”综合救
助品牌。

湖州市
“六无六有”综合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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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杏娟（左一）、

郑杏梅（右一）与

母亲合照。俞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