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杭晨 通
讯员 李瑜薇 张荣花）12 日，

在丽水市庆元县银龄画家培

训班上，岭头乡文化特派员吴

明全为村里留守老人授课，讲

解绘画要领。学员们拿起毛

笔，享受学习带来的快乐。

近年来，岭头乡积极探索

文化养老新模式，打造多元

化、多层次文化养老服务体

系，让老人们老有所学、老有

所乐、老有所为，更推动文化

传承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

在各村文化阵地，每月都

会开展不同类型技能实训课

堂，如通过方言特色教学，开

展情景模拟演练，让老人“沉

浸式”获取养生、防诈、紧急避

险等知识和技能。今年以来，

已累计开展银龄技能课堂 20
余场次，惠及1000余人。

不仅是开展新课程，老活

动也有新玩法。每个月农历

初九是岭头乡南峰老人协会

开展活动的日子，已坚持 30
年。如今，协会又新增一项文

化活动——开展文学创作。

“退休后，我回到故乡，这

里山好水好空气好，瞬间充盈

了我的灵感，在家写诗、练字，

参加每月老人协会聚会，这就

是我的理想退休生活。”协会

会员黄立鹏说。

老人们还利用所学的技

能和特长，积极践行老有所

为。每月的银龄便民服务集

市上，总能看到“银龄互助”志

愿服务队志愿者的身影，他们

为留守老人提供义剪、修理电

器等服务。

这些接地气、有温度的文

化养老创新实践，不仅丰富了

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激

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让“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的幸福图景在庆元

落地生根。

文化阵地开新课 发挥特长有所为

“文化味”激活乡村养老新图景

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罗雨馨）
11 日，台州市三门县老干部普
法助力团在健跳镇健渔村开展

“渔网织密安全线 法治筑牢国
家盾”专题活动。

此次活动采用“一船一课”
形式，老同志分组登上停靠在
港的 12 艘渔船，重点讲解出海
作业时可能遇到的 5 类涉及国
家安全的问题，包括防范可疑
人员登船、异常海上活动、不明
设备投放等风险情形。

随后，助力团来到码头，向
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并接受咨
询。

三门县
开展“船头安全课”

本报讯（通讯员 郑方正）4
月 12 日至 19 日，“翰墨丹青 文

化强国”浙江·吉林两省老年书

画作品双年展在杭州图书馆文

化艺术中心举办。

此次展览由浙江省书法家

协会、浙江省美术家协会指导，

浙江、吉林两省老年书画研究

会联合主办，汇聚两地老年艺

术家250余幅书画精品。

开幕式上，还举行《文墨雅

集》作品集首发式。

浙江省
举办书画作品双年展
浙江省
举办书画作品双年展

本报讯（通讯员 李楠）15
日上午，绍兴市越城区老干部
服务中心联合区医保分局开展

“我来说医保”专题宣讲活动。
区医保中心副主任徐演为老同
志讲解医疗保障体系、医保基
金使用规定，以及转外就医、异
地就医、家庭共济、特病备案等
常见医保事项。

此次活动架起了医保服务
与老同志的“连心桥”，帮助老
同志解决就医难题。

越城区
开展医保专题宣讲
越城区
开展医保专题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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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上，老人们专注画画。受访者供图

“银龄互助”志愿服务队开展义剪。

（上接第 1 版）新政“新”在

何处？记者梳理发现，此次聚

焦城市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的

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地区老年

助餐服务的融合性发展，出台

了《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推动城市社区老年助餐服

务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见》和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推动农村地区老年助餐服务

融合性发展的实施意见》。

城市社区政策部分突出

可持续发展目标，立足实际，内

容聚焦，亮点突出。如西湖区

翠苑一区社区探索“物业+食

堂”一体化运营模式，通过岗位

融合使用、面向社会开放、承接

企业团餐等方式，形成长效运

作机制；凯旋街道“小巢里”社

区食堂早中晚三餐分类供应，

打烊时间延迟到凌晨 2 点，满

足青老群体用餐需求；西湖区

与“饿了么”平台试点开展“助

老社区侠”行动⋯⋯新政将持

续在服务供给、机构运营、服务

质量、支持保障 4 方面下足功

夫，推动城市助餐服务“全龄友

好、普惠优享”。

农村地区方面，围绕融合

性发展难题部署工作。新政

在服务网络、服务力量、服务

场景、支持体系 4 个方面，明确

12 条具体措施。加强助餐服

务网络融合，合理布局，发展

“移动式”送餐服务；整合多方

力量，丰富助餐模式；集成建

设，优化助餐场景⋯⋯新政积

极探索农村老年助餐新路径，

构建共建共享的助餐服务体

系，推动农村地区老年助餐融

合性发展。

“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是

城乡差异化施策。”郑颖介绍，

城市侧重市场化可持续运营，

农村则强调多方力量融合。

截至目前，全市老年食堂（助

餐点）达 2300 余家，村社覆盖

率达90%以上。

下一步，杭州将在老年助

餐服务工作上持续发力，以实

际行动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

福”，助力构建全龄友好型社

会，进一步擦亮杭州“幸福示

范标杆城市”金字招牌。

杭州开启老年助餐新“食”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