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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廖晨霞

“马姨，您来啦，我们开始征集下周菜谱，您有什么需求
建议？”
“赵大爷，上回您说的东坡小炖肉，下周菜谱已经安排上

了，包您可口满意。”
记者昨日走进河西区马场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正值

中午，社区里的老人们一边用餐一边“唠嗑儿”，谈笑风生。
热情的服务、贴心的政策、连续不断的优惠活动，让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的助餐服务赢得了越来越多老年人的认可和
欢迎。马场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河西区建成的首家街
级中心，在完善助餐服务模式上，中心确定了“下周吃啥您说
了算”等办法，用餐食谱交给老人点单；天塔街道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是新提升改造的街级中心，不仅用餐厨房改成了明厨
亮灶，用餐食堂也重新整装为新中式餐厅，用餐环境更惬意，
老人来这里用餐“家”的味道愈发浓厚；8月里，越秀路街道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以“庆八一”为主题，推出了“致敬最可爱的
人”用餐优惠福利活动，持卡用餐老人可乐享“+1换购”活动，
10余种生活用品、食品、菜品等任意挑选，用餐+消费“一站
式”解决，让老人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民以食为天，助老先助餐。在河西区各个街级、社区级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围绕周边老年群体用餐需求，秉持“微利
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模式，不断创新、提升、完善助餐服务，
将之前的“我做您买”变为“您点我做”，从单一的津味家常菜
拓展为川鲁粤淮阳等不同菜系，把老年人想吃点“可口”“好
吃”的民意民需转变为为老服务的目标，通过民意信箱、现场
问需、活动补贴、政策宣传等方式，让助餐红利落到老年群体
手中。

如今，河西区各街级、社区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持续
完善助餐服务的基础上，同步注重“管家”服务效能，聚焦周
边老人的切身需求，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加速培养“养老
管家”，河西区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通过丰富完
善养老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技能，落实实操服务演练，严格岗
前考核后上岗，按照每1名养老管家服务150至200名老人
的配置，实现了助老服务保质保量、精准对接。“现在，养老
服务模式悄然发生了转变，周边老人从以前的‘有事去中心
前台’变成了‘有事管家主动服务’。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
‘匹配式’管家专属服务，让老人们无忧居家、乐享桑榆。”该
负责人说。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截至2023年7月底，我市已建成
养老服务综合体18个，其养老床位1607张。11个社会组织
承接“寸草心”“手足情”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培训项目，策划
方案、招收学员正在进行中。津牌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通
过了市委网信办立项和市财政局评审，正在筹划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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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常州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里的老人食堂，每天中午堂食、外带的老人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刘欣 摄

7月31日我市处于强降雨天气，为保障老人用餐，乐聆养老服务中心送餐车辆由平时的

33辆，增加至39辆，负责配送的志愿者也增加了一倍。中午11时，家住河东区中山门互助西

里，83岁的张重英老人拿到热乎乎的午餐，向送餐志愿者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 刘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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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德松

“10岁的孩子啥也看不见了，三伏天里，我整个人如坠冰
窖浑身打着寒战，哭都哭不出来！”时至今日，河东区东新街凤
岐里社区居民王智萍仍无法抹去20多年前儿子蔡成确诊患
上视神经萎缩时的痛苦回忆。
“孩子要长大，我们做父母的不能永远陪在他身边，要

想他以后生活无忧，必须让他自立自强。”生性开朗的王智
萍虽心如刀绞，但她想得更多的是孩子的未来。2001年蔡
成被送到盲人学校，由于没有盲文基础，只能从一年级上
起。为了帮助儿子赶上课程，王智萍每天6点半和儿子一
起到家附近的公园进行30分钟“早自习”，大声诵读复习盲
文功课。

面对面、手把手，一字字摸、一句句读……带着因抚触盲
文被无数次刺破生出老茧的双手，王智萍用一年时间，把孩子
送进了六年级，送回到同龄孩子身边。蔡成在母爱的抚育下，
也一点点独立，除了努力学习各类文化知识，还学习了相声、
快板、吉他、游泳等文体活动项目，拿回十余个大大小小比赛
奖杯，顺利考取天津电大社工专业，并学习了按摩技术。在一
次一次的挑战中，盲人少年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念，实现了人
生的逆袭。
“写一首歌给母亲，唱出我的心情，平淡接受我的失败与

成功；写一首歌给母亲，唱出我的心情，儿子长大要好好地孝
敬……”这是蔡成19岁时写给母亲的一首歌。
“听到孩子唱的这首歌，我感觉我做到了。”王智萍眼含

热泪地说，“我和孩子爸爸没有过人的能力，但我们有乐观
的精神和满腔的挚爱，一步步走来，是爱的力量点燃了我们
新的希望。”

2011年，为了帮助儿子自主创业（成立天津市春华秋实
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身为会计的王智萍再次选择了与孩子
同行。创业初期，员工少，许多上门服务的工作，儿子一个
人忙不过来，王智萍就化身“万能工”，到客户家打扫、做饭，
为行动不便的女性残疾朋友洗澡、给行动不便的年轻人做
思想工作……
“心中有爱，眼里就有了光！我们要用自强的光，点亮自

己，温暖大家。”20多年风雨兼程，今年61岁的王智萍不仅培
养出坚强、自信、有责任心的儿子，还感同身受把残疾人朋友
当成自己的亲人对待，用真心、贴心、耐心的服务照料他们的
生活，用尊重、信任、鼓励帮助他们自立自强，让身边的残疾人
朋友乐观面对生活。

做儿子心中那道“自强的光”
——记天津市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王智萍

（上接第1版）

“文明实践就像一道光照亮我们前进
的路，以志愿者为主体力量，以党员干部
为骨干力量，发动群众服务群众，这不正
是解决社区居住环境、邻里关系、为老服
务等问题的好路径吗？”时任和苑街道党
工委书记的张凌参加文明实践培训班后，
一下子找到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妙方。

和苑街道党工委树立“一盘棋”思想，
以文明实践为统领，基层党建、文明创建、
基层治理一体推进、深度融合，建阵地、组
队伍、立项目、搞活动，蓬勃发展。

当理论宣讲与问需解困相结合，党的
温暖直抵人心。
“书记，街道和社区能帮我们修修

路不？”
去年3月的一天，张凌在“小院讲堂”

宣讲结束后，绵和园社区居民韩振芬直接
抛出问题，“路不平，不仅影响出行，还影
响心情。”

你有所忧，我有所应。街道党工委和
办事处马上行动，积极协调区住房城乡建
设委多次实地勘察，制定施工方案。10天
后，小区破损的路面及楼门口切改道路修
复完成。“烦心路”变“顺心路”，“这‘小院
讲堂’真不错，不仅传思想、讲政策，还能
给咱解决实际问题，这课能听，以后咱得
常来听！”居民们纷纷表示。
“百姓的认可，就是我们前进的动

力。”张凌带领街道干部紧锣密鼓行动起
来，将文明实践网格纳入社区网格，把支
部建在网格上，每个网格招募1至2名志愿
网格员，建立网格党支部40个。同时，将
驻街单位、辖区企业纳入网格管理，构建
起覆盖全街的文明实践网格，实现网格内
社情民意一网兜尽，大事小情一网全管。

高层电动车充电难——楼宇间合理
的位置建起8个充电车棚；老年人买菜做
饭不方便——盘活非经营性公建吸引社
会企业进驻，共同开展老年配餐、家政服
务、便民超市等公益项目；环境卫生需改
善——“十乱”整治、“楼道革命”等专项治
理行动开展起来……

看着家门口的事情一件件办好了，老
百姓交口称赞。
“我是党员，我上！”“我是党员，我接

班！”社区网格群里，多名党员报名。
原来家住和苑街道梦和园社区的空

巢老人王大爷摔倒送医后虽无大碍，但因
年龄大，需要住院观察。当天，一支由社
区网格员、楼门长以及党员志愿者组成的
“照料队”集结完毕。

党员的示范带动，解除了居民的后顾
之忧。
新时代文明实践，改变了过去干部干、

群众看的局面，提升了居民共建共治共享
的水平。现如今，在和苑街道，一场场直抵
人心的宣讲，把党的理论政策传到群众身
边，送进百姓心坎；一次次解忧助困的为民
服务，不仅聚拢了人气，还聚拢了人心。

力量凝聚 众人拾柴火焰高

“党和政府给了我们曾经做梦都不敢

想的幸福生活，现在就想着能为社区分担
点，出份力。”全和园社区居民王建明说。

1048，是和苑街道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以来新增骨干志愿者数量。

53.5%，是和苑街道新增骨干志愿者中
45岁以下志愿者占比。

新冠肺炎疫情侵袭，社区有爱。不少
和苑街道中青年报名成为志愿者，走出家
门，走进社区，忙碌在疫情防控一线。他们
用爱心传递真情，用奉献释放温暖，他们的
加入为文明实践注入了无限活力。

为了吸引和留住更多年轻志愿者，和
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了一系列
面向不同年龄群体的志愿服务活动。如
“和苑少年”活动，除了开展手工制作、亲
子互动、生命教育等趣味成长活动外，还
通过小手拉大手，动员陪同家长加入“和
苑少年家长志愿团”，梦和园社区居民陆
莉就是这样加入的。她经常参与社区的
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孩子说我就是他身
边的雷锋，能成为孩子的榜样，我更得多
为社区大家庭作贡献。”

去年金秋时节，面向社区“大朋友”的
线上直播招聘会在和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举行。实践所协调涉及生产制造、生
物医药、石油化工、电子科技等行业的18家
我市企业，通过直播和应聘者互动问答，为
社区居民提供了22个工作岗位。
“不管谁来了，都得有收获。”和苑街道

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牛建静介绍，联合
会紧紧围绕街道中心工作，统筹优化学习宣
传、文化健身、互帮互助、文明风尚、应急响
应等“5+N”志愿服务队72支，凝聚社会企业
43家，累计开展政策宣讲、助老敬老、关爱成
长、体育健身、文艺歌舞、疫情防护、绿色环
保等文明实践活动1850场。
社区内的居民来了，社区外的力量也来了。
快递员周小星住在梦和园社区，每天

穿梭在街域7个社区，奔波在各个楼栋之
间。半年前，和苑街道组建“快递小哥志
愿服务队”，他和另外19名快递小哥成为
队员，有了一个新身份——兼职“网格
员”，利用自身“小、快、灵”的优势，宣传惠
民政策、发现安全隐患、收集民生问题等，
成为社区治理的“移动探头”。

夏天，社区志愿者为外卖小哥准备凉
茶和绿豆汤；冬天，又为他们准备姜茶和暖
贴。“周小星”们说，现在自己就是社区里的
一员，“这是一种来自家人的温暖。”

辖区内47家共建单位积极投入到为
老服务、创文创卫等重点工作中，通过共
建实现共赢，社区群众得到实惠，企业获
得好口碑。

整合资源、凝聚力量，文明实践是助
力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在建设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上大有作为。

紧扣需求 志愿服务暖人心

在梦和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

一棵特殊的“大树”。“枝叶”上“挂”着的是居
民的“急难愁盼”；“树根”上“刻”着的是街
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认领“微心愿”
后的颗颗爱心。
“谢谢毕姐，是您和社区帮我妈完成了

最后的心愿。”半夜收到信息的毕凌，忍不住
流下眼泪，既心痛又欣慰。

几个月前，社区志愿者毕凌收到了社区
发来的一份特殊的“微心愿”——“90多岁的
杨奶奶一直很爱干净，特别想理发。”作为
“家门口”便民服务队理发组员的她，立即按
照约定时间上门。由于老人身体非常虚弱，
几乎无法动弹。那一天，毕凌在网格员的协
助下，全程跪在老人身边，为她理了发。十
多天后，老人安详离世。
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
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和苑街道应

对老龄化程度高的有力招法，也让老年人切
实感受到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谁家没有老
人，谁不会老呢？趁着我们年轻，咱们小老
帮老老，助老接力跑。”“空巢守护·情暖夕
阳”志愿服务队队长李慧兰说。

这支团队由辖区内不同社区的66名老
党员和志愿者组成。针对全街224户80岁以
上的独居、失能、失独群体，定期提供心理慰
藉、亲情陪护、居家安全、生活照料、应急救
助、陪同办事等多项个性化定制服务，自
2021年6月组队至今，累计解决各类问题近
4000件。

去年小雪节气当天，街道100多位老人
收到了志愿者送来的红围巾和红帽子。这
些礼物都是“空巢守护·情暖夕阳”志愿服务
队队员们加班加点编织的。

微光汇聚星河，志愿点亮希望。和苑街
道党工委依托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打造
“七彩和苑”志愿服务品牌，形成志愿服务矩
阵，全街3000多名志愿者自愿入队，成为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主力军。

同时，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分别
推出特色鲜明、群众急需的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项目，像康和园社区“夕阳无限好 煦
煦暖康和”为老服务、名家家园社区“情感
结对”帮扶助困、和苑家园社区守望相助、
全和园社区“文明风尚”环保宣传、梦和园
社区“乐苑戏曲”文明宣传等。值得一提的
是，梦和园社区获评2022年度全国最美志
愿服务社区。

因为感恩受助，所以志愿奉献。家住和
苑家园社区的张爽，母亲和外婆身体不好、
行动不便，得到社工和志愿者们的长期帮
助。2021年，张爽大学毕业后，主动找到社
区，注册成为一名志愿者，加入街道社会组
织联合会，“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成为会‘发光
发热’的人。”

民心汇聚 时代新风扑面来

日前，一场由社区文艺志愿者带来的文
明新风大家谈“快闪”活动，在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上演”。
活动结束后，几个老街坊拉着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汤普森唠起了家常，说起了往事——
“前两年，还有人爱‘占地盘儿’，楼道、绿

地，甚至竖井。”
“我记得当时进行了一场‘竖井行动’，街

道、社区干部还有社区志愿者联合行动，集中
清理了楼道间、竖井、消防通道、门厅内的堆
物。社区人员上门做工作，电梯间电子屏还
不间断播放堆物危险的提示。”
“现在大家都提高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

识，没有圈地、占地堆物的了，环境好了，心里
更敞亮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汤普森感慨：“居民
思想转变快，响应号召，才有了今天安全整洁
的社区环境。”

群众利益无小事。针对晴天居民在小区
健身器械上晾被褥的问题，街道没有单纯制
止，而是开辟了专门场地，修建便民晾衣杆，
疏堵结合，最大化满足群众利益。
“党和政府给了咱好生活，能出力的，咱

也得出出力。”前几年，看到社区征集志愿
者，社区居民李玉荣主动报了名。那之后，
她和另一位志愿者点对点义务服务了7位
独居、空巢、残疾老人。每周一次电话或家
访，随时关注老人的生活，成了她热爱的新
“工作”。

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现
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把社
区当作自己的家，和苑街道的社区环境越来
越好。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和苑街道改

造提升7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总面积
7197.13平方米，全民健身中心、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小剧场、早教中心、统战之家等各类
活动阵地一应俱全，每天有社工、志愿者服
务，定时开放，吸引了众多居民，人气儿越来
越旺。

在老吾老日间照料中心，每天都有不少
老年人前来。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中心
配有休息室、就餐室、健身康复室、文体活动
室、医疗保健室和老年人学校，能满足老年人
休闲、学习、健身、就餐等多种需求。

社区宣传栏、电子屏播放的《和苑街道居
民睦邻公约》，时刻提醒居民以德为邻、以邻
为善，做新时代的好公民。

邻里亲、讲文明、守公德、尚和合——现
如今，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指引下，和苑街道
居民的精神面貌越来越好了。
近日，“小院讲堂”又开讲了。党的二十大

精神微宣讲走进西于庄记忆展览馆，街道党
工委书记刘铎一边和社区群众观看棚户区生
活的物件、照片，一边宣讲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关于“人民至上”的内容，感悟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使命。看着馆内一间还原的平房，曾经
困难的日子在社区居民朱丽英的脑海浮现，
她不禁感慨，“现在的日子才是幸福的生活，
我们打心眼儿里感谢党。”
宣讲结束后，朱丽英和她的圆梦合唱团深

情歌唱，“当别人快乐时，好像是自己获得幸福
一样；当别人需要时，我一定卷起袖子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这歌声的背后，一颗颗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种子”已悄然扎根，并融入到群众生
活中。在圆梦的路上，我们是相亲相爱的
一家人！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上接第1版）

昨日，天津渤海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爱奇体育有限
公司签约，双方将围绕体育、文旅及其他相关产业开展合作，
共同打造IP，提升品牌影响力。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聚集猫眼娱乐、世纪优优、好传文化等文化类企业，
版权贸易、图书出口、动漫手游等产品已服务全球 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中新天津生
态城在昨日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服务贸易论坛上分享了
自身的探索实践。

近年来，生态城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产业，推
动实现文化资源数字化、文化生产数字化和文化传播数字
化，搭建了全国首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为特色的创新
平台，吸引众多非遗传承人、企业和设计师团队入驻。此
外，生态城还注重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构建专业人才
支撑体系。2022 年，基地数字文化出口额约为 3000 万美
元，同比增长11%。截至今年7月，数字文化企业数量突破
2500家。

前不久，文化“走出去”再添新成果——我市8家企业被
商务部认定为2023—2024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互联
网电视海外传播项目被认定为2023—2024年度国家文化出
口重点项目。

擦亮服务贸易名片，天津正在不断升级加力。今年上半
年，我市实现服务进出口113亿美元，规模稳步增长。市商务
局副局长李建表示，天津将以提升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为
主线，发挥自贸试验区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优势，
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加快融合，打造京津
冀服务贸易协同创新示范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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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坐落在东丽区张贵庄街道泰安里小区的口袋

公园云栖园建成开园，周围居民又多了一处亲近自然、健身

休憩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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