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INRI GONGSHU4 要闻·城事
2022年9月1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叶露  投稿邮箱：jrgs1215@126.com     

本报讯（通讯员 单亚）“全民

健身共享亚运，家门口趣味飞盘比

赛开始啦！”近日，长乐苑社区组

织辖区居民举办了趣味飞盘比赛。

早上9点，飞盘裁判李水月向

大家讲述了飞盘比赛的规则，并

组织居民分成两组，进行小组间

的对抗比赛。在比赛过程中，大

家积极参与，热情高涨，场上队

员做出各种冲刺、转身、飞扑、跳

跃等高难度动作，全身心地投入

飞盘这项有趣的体育活动中。场

内热火朝天，场边观众则传来阵

阵掌声和欢呼。选手吴英英说：

“我平时经常参加飞盘活动，趣

味十足，手臂力量很重要。”

本次趣味飞盘活动，让居民

充分 体 验了飞盘活 动的竞 技 过

程，并在体育运动中放松身心，

增强体质。

长乐苑社区

趣味飞盘  让快乐飞起来

本报讯（通讯员 金克强）半

山街道有退役军人1600名左右。

为切实做好退役军人及家属的关

心关爱工作，半山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持续推进“情暖老兵访千

家”活动，为服务站与退役军人

架起了暖心桥，用实际行动为退

役老兵解决实际问题。

在走访夏意社区时，工作人员

了解到辖区公租房小区内的困难

退伍老兵家庭比较多。他们家庭中

至少有一位待业在家，年纪偏大、

学历偏低、技能偏弱，帮助他们解

决就业成了“情暖老兵访千家”活

动急需解决的问题。

范姐手工工作室是半山较有

特色的工作室，主要是为周边的

多家企业手工加工半成品，同时

也为周边的物业保洁公司输送家

政保洁服务人员。通过服务站的

努力，范姐手工工作室为就近的

退伍老兵及家属提供就业培训，

帮助他们提高就业技能，并为他

们找寻适合的工作岗位，帮助退

役军人及家属找到归属感。

在范姐手工工作室工作的退

役军人家属小马说：“平时我全

职带娃，而工作室时间比较自由，

我啥时候有空就啥时候来，既能

赚到钱又能照顾家里。如果不会

还有老师教，特别好！”小马满足

的笑容传递着满满的幸福感。

据悉，目前已有10位退役军

人 家 属报名 加 入了手工制作 行

列。半山街道公园管理中心为还

为辖区退役军人开出绿色通道，

老兵可随时加入森防岗位，无试

用期，长期有效。

情暖老兵  就业再起航

本报讯（通讯员 沈雪颖）在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为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加强邻里关系，半山

街道夏意社区举办了特色中秋节

活动，邀请居民齐聚一堂，共同

感受节日的美好气氛。

活动内容之一是做蛋黄酥，

蛋黄酥虽然不是传统点心，却也

难不倒有几十年厨房经验的“老

手”们。来自社区的各路“食神”

集结，在老师简单讲解过制作步

骤后，他们就直接上手开始了制

作。第一次学做蛋黄酥的廖阿姨

原本还有点紧张，在老师的指导

下，她 心里有了底：“听 起 来 和

我自己 在 家 里做包子 也 差不多

么。”用心学就学得快，果然巧手

的阿姨叔叔们立马就做出了一只

只圆滚滚胖乎乎的蛋黄酥，“模

样不赖。”蛋黄酥受到了老师的

大力肯定。

在烤制蛋黄酥的间隙，老师

还带领大家手绘团扇。一朵朵牡

丹花开富贵，一轮皎皎明月高悬

夜空，都寄托着居民对美好生活

的感念。本次活动不仅让大家感

受到了传统节日的美好，也让大

家在共同动手的过程中增进了邻

里感情，让社区生活有烟火味、人

情味、文化味。

夏意社区

明月揽芳华  美好共此时

本报讯（通讯员 马子琪）近

日，大关街道东一社区的居民欢

欢喜 喜地 迎 来了一 份 特 别 的 礼

物。在街道文化站，社区的共同

筹划下，浙江省独角戏非遗项目

黄宪高工作室正式入驻东一社区

百姓戏园，并为大众带来了精彩

无比的“哈哈剧场”首演。

下 午 两 点，还 不 到 预 定 时

间，戏 园 里 就 坐 满 了等 待 的 观

众，大家翘首期盼，接连登场的

精彩 演出赢得 在场观 众的阵阵

掌声。女声独唱、杂技、北方曲

艺、魔术……“在家门口就能看

到 这么 精 彩 的 演 出，我 也 很 意

外。听说剧团进驻后，以后每周

五不重样为大家表演，奶奶看得

很高兴，我也觉得非常好看，我

们会多多支持的。”陪奶奶来看

演出的年 轻 人小吴 边说 边竖起

大拇指。

本次活动拓展了社区百姓戏

园的服务类型、扩大了群众受益

面，同时，也打造了温馨和谐的社

区氛围，推进了辖区群众精神文

明的共同富裕。

  东一社区

“哈哈剧场”来了  观众笑不停

本报讯（通讯员 黄明艳）一大

早，和睦街道党群街区共富工坊的

“理发微工坊”内，一派忙碌而热

闹的景象。不到20平方米的理发

室内，理发师小秦一边忙着给前来

的居民洗头、剪头、吹头，一边热

情地招呼着其他居民耐心等候。

自2019年1月营业以来，每月

5日，理发室就为辖区60岁以上老

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

小区 居民 孙师傅，每 个月都

等 着 这一 天 来 理 发：“这个 理 发

室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方便了，现

在外面随便剪个头发都要30、50

元，家门口就能 免费 理 发，不 要

太惬意哦！”其实，除了每月5日，

60岁以上老人在其它时间上门理

发也能享受优惠价格。单剪10元

每 次，洗剪吹15元每 次，对比周

边同类型理 发店，价格也是非常

实惠的。

和睦新村位于和睦街道和睦

社区，属于老旧小区，老年人口占

比40%。2019年，街道在和睦新村

小区内建成了1万余平方米的颐乐

和睦综合养老服务街区，利用乐

养中心的便民服务空间，结合辖区

百姓的实际需求，嵌入了缝纫、理

发等微工坊，为辖区老年人提供理

发、缝补等便民服务。

与“ 理 发 微 工 坊 ”相 邻 的

“缝 纫微 工坊”，同样 深 受辖区

老年人喜欢。老一辈人一般 都 勤

俭持家，旧衣物、鞋子之类的不舍

得扔，缝缝补补再穿穿。但上了年

纪后，很多精 细的缝补工作有些

力不从心。而“缝纫微工坊”提供

的缝补衣服、拷扣、拷边、修伞、

补鞋、换拉链等功能，恰好填补了

这一需求。“缝纫微工坊”按件计

费，一般只收取成本费，居民也很

容易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两间微工坊近

40平方米的场地是街道无偿提供

使用的。这一举措在便民的同时，

还解决了3名低收入群体的用工问

题。其中一位工作人员是83岁的

老年人，老人没有退休工资仅靠低

保金生活，通过社区安排其在“缝

纫微工坊”里修鞋，老人能赚取生

活费改善生活。

现在，“理发微工坊”和“缝

纫微 工坊”也被 居民喜称为“共

富 工坊”，是 居民 共同富 裕的 有

效载体。下一步，和睦街道将始终

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整合组织资

源，集 成 现有工坊，将 缝 纫修补

铺、理 发 室、全职 妈妈 俱乐部等

一并纳入。同时，街道还将积极与

浙江省拼布协会对接沟通，适时

引进拼 布技艺，找到与民间女红

的结合点，努力打造成 为小而精

的共富载体，让共同富裕先行的

阳光照进千家万户。

小区“微工坊”  撬动居民“小确幸”

本报讯（通 讯 员 陈磊）“莫

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作为一

个高度老龄化的社区，文晖街道

流水西苑社区利用“熟人社区”

优势，以服务需求为切入点，申请

“文晖社区一家”创投自治金立项

等对策，打造社区居家养老的文

晖模式。

目前流水西苑社区的54位特

殊老人家里都安装上了防摔扶手、

防滑地垫和爱心小夜灯，这些都是

由流水西苑社区乐龄邻里关怀互

助社的成员们提供的志愿服务。

特殊老人家里装修普遍比较

老旧，又因腿脚不便和地滑等原

因，老年人去卫生间时，要小心翼

翼地行走，但意外摔倒的现象时

有发生，独居老人的居家生活存在

安全隐患。

互助社成员在了解到这些安

全隐患后，成员们经过一次次的开

会商讨，便有了“社区级”的适老

化改造三件套。5位互助社成员，

花费2天时间全部安装到位，这也

是互助社送给社区老人的一份温

暖礼物。

流水西苑社区乐龄邻里关怀

互助社是一个备案类的社区社会

组织，成立于2014年，由42位社区

低龄老人组成，以低龄老人服务

高龄老人的形式，为社区内80岁

以上的特殊老人，提供探访陪聊、

代为买菜、代购药品等服务，是一

种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

现在乐龄志愿服务的内容早

已从单纯的上门问候扩大到了日

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流西乐龄

互助社也是唯一连续6年获得“文

晖社区一家”公益创投大赛资金

支持的项目，同时流水西苑社区

社 会 工作 室 以 互 助 社 为 服 务 内

容，入选杭州市首批百强社区社

会工作室。

下一步，流西乐龄互助社将激

发更多低龄老人志愿者参与，甚至

希望引导青壮年朋友和高龄老年

人结对帮扶，形成志愿服务力量不

断更新的良性循环，让老年人在社

区享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尊严

的晚年生活。这同时也是文晖街

道对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探索和

对民生服务工作的不断完善。

流水西苑打造居家养老新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陈甜甜）近

日，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2021年度基层卫生健康重点工

作优秀创新案例征集活动中获评

全国社区医院建设典型案例。自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社

区医院基本标准（试行）》以来，

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

开展中医综合服务区建设，突出

中医药文化特色，提升中医药服

务能力。

近年来，中医药行业迅 猛 发

展，居民见证着就医环境天翻地

覆的改变。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医诊

疗环境，历时4个月，投入350余万

元，2021年7月11日，中心名医馆

正式开馆营业，开启了中医服务门

庭若市的新局面。

“原来社区医院的中医馆只

有400多平方米，科室少，排队长。

现在新的名中医馆，不仅面积大了

3倍，等候区一步一小景，针灸推

拿、中医骨伤、中医内科、妇科、肿

瘤科、皮肤科一应俱全，完全就是

大医院中医科的样子啦！”开馆当

日，中医科铁杆粉丝居民陈大伯送

来鲜花祝贺。

在 就 医 环 境 大 幅 改 善 的 同

时，中心人才队伍也日渐完善，中

医优秀人才让社区医院在百姓心

目中的形象鲜活深刻。“在文晖街

道这个社区医院，有不少名人。我

知道的就有杭州市劳动模范诸国

庆、杭州市基层名中医郑如云，我

是跟着郑老师一起长大的，看着

他从一位小医生升级为现在的杭

州市基层名中医，真的是实至名

归，我们都替他高兴。”居民陈大

伯说道。

临床带教、名医师承，中医药

发展依赖人才的引进和培育。截至

目前，中心共有中医师32名，其中

研究生以上学历12人，副高及以上

11人，市级（基层）名中医4人，形

成了一支由四位市级（基层）名中

医领衔，省市级中医院及杏林联盟

名中医加盟的老中青中医药人才

队伍。

有了人才“活水”，中心的专

科能力稳步提升，针灸推拿科、中

医骨伤科等传统优势，中医妇科、

儿科等具有中医特色的专科建设

都在不断加强，还引进了中医皮肤

科、肿瘤科等基层群众需求大的

应用专科，提高中医优势病种诊疗

能力。譬如，诸国庆中医师对腰腿

痛、强制性脊柱炎等疾病形成独

特的治疗方法，被杭州市总工会评

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先进治

疗法”；冯喆医师参与的杠杆定位

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技术

创新及临床规范化应用，获得浙江

省科学进步二等奖。

在 发 展 过程中，中心也积极

投身公益事业，让中医服务惠及更

多群众。辨体质、凉茶饮、三伏贴，

“武林郎中”的中医志愿服务品

牌构建了一个百姓服务与学术交

流的平台。一面旗帜，一支队伍进

入机关单位、踏进企业社区、走到

百姓身边。2020年以来，累计50

余名中医师借助“武林郎中”的志

愿服务平台开展中医药的公益性

健康服务，在20余场次的大型中

医义诊活动中，累计有500多名群

众获得了中医服务和帮助。

通过创建社区医院，中心的中

医药服务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为

进一步方便群众就医，打通群众向

上求医的“壁垒”，中心与省市级

中医院构建紧密型中医医联体，开

展“双循环”合作模式，让老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中医

诊疗服务。

“我有长治不愈的皮 炎，想

找省中医院皮肤科医生开剂中药

调养调养，但年纪大了儿女不在身

边，腿脚也不方便，一个人去不了

大医院，后来这里中医馆有了省

市的名中医坐诊，刚好有我想找

的医生，我每周三都来！”居民王

大妈说。

2020年以来，中心共有十余

名国家级、省市级名中医下沉坐

诊，让2000余位患者在家门口便

能以基层医疗服务价格享受到上

级专家的诊疗服务。“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强化需求导向，更好地服

务老百姓，实现群众家门口的‘健

康共富’。”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国家级荣誉

本报讯（通讯员 张娜）“时

光 记 忆·幸 福 留 影”，近日，一

场 别 样 的 婚 纱 摄 影 活 动 在 祥

符 街 道申悦社区阳光 老人 家举

行。10对6 0周岁以 上的老 年夫

妻齐聚一堂，圆梦婚纱，留下美

好瞬间。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

职，化妆师帮老人画上精致的妆

容，服装师为老人们挑选合适尺

码的服装，摄影师为老人们携手

一生的爱情留下最美的见证。陪

着父母前来拍照的王女士表示，

“父母结婚的时候没有那个经济

条件，没有拍过婚纱照，现在终

于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了。感谢

咱们社区组 织 这么有意 义的活

动，这是一份无比珍贵的礼物，

我们将会永远珍藏。”

本次“时光记忆·幸福留影”

圆梦婚纱摄影活动，为老人送去

了一份温馨、弥补了一份遗憾、留

下了一份美好。让辖区内的老年

夫妻重拾新婚记忆、增进亲情感

情，更在社区营造了家庭和谐与

社会文明氛围，引导年轻一代珍

惜家庭和谐美满，推动共建共享

幸福生活。

申悦社区

用影像一瞬  记录牵手一生

社区

68位“爸妈”与1个“女儿”
记朝晖街道老房地社区退管专员李芝兰

本报讯（通讯员 陈曦）“各位

退管 组长，请大 家去看看各自负

责的叔叔阿姨，有什么情况 及时

沟通，收到请回复。”在“梅花”

台风来临之际，李芝 兰一直没闲

着，一边在社区企退工作群里认

真查看着大家反馈情况，一边冒

着风雨前往自己负责的退休人员

家里查看。

今年是李芝兰作为社区退管

专管员的第15个年头。朝晖街道

老房地社区企业退休人员有1440

人，其中68位孤寡独居老人更是

李芝兰日常的牵挂，因为对他们无

微不至的关怀，她经常被社区群众

戏称为“68位爸妈的女儿”。15年

的帮扶与陪伴，落在李芝兰身上，

就是日复一日的理解和服务，其中

有苦也有甜、有笑也有泪。

“‘梅花’晚上就要登陆了，

今天我一定要都走一遍，仔细检查

好各个房间。”心里默念着，李芝

兰对68位“爸妈”开始了挨家挨户

的走访。

在 她 心目中，越 是台风、高

温等极端天气，企退人员中的特

殊人群越是她最牵挂的人。上门

走访、电话联系，一刻不停。“张

阿姨，台风 要 来 的，菜 有没有买

好？”“陈大伯，台风天别出来了，

有啥事情打电话给我”“李奶奶，

我 先 帮 您 把 窗 台上 的 花 盆 搬 到

屋里哈，台风过了我再给 您搬出

去”，这也是这些天她一遍遍重复

的话语。

李芝兰抗台通宵值班这晚，

她心里还在记挂着一位老人高大

爷。为了让老人尽量少出门，李芝

兰特地赶到馄饨店，按他喜欢的口

味买了三份生馄饨送到家里，放进

冰箱，并用手语告诉高大爷下雨天

不要出门，高大爷连连点头，开心

地竖起大拇指。

高 大 爷 是 6 8 位 孤 寡 独 居 老

人中的一位，比较特殊，聋哑、不

识字，没有学过 正 式 的 手语。多

年来，李芝兰在为高大爷服务过

程中，自创了一套属于他们2个人

的手语。平日里高大爷有什么事

情只要找到李芝兰一通比划，她

就能明白他 的意 思。比 如说，高

大爷有高血压，李芝兰说不许喝

酒，他 就 指 着 这个酒，做 出不 喝

的动作。

为了保证高大爷能按时、安全

地吃药，李芝兰和她的同事们想出

了“表格+药盒”的做法，在小药

盒上标好日期、做好表格。当天高

大爷来按个手印，值班的同事就把

当天的药给他，并观察询问下当天

的身体状况，做好记录。这样，既

可以管住高大爷的用药，也可以每

天都关注到他的身体状况。

对老人 来说，最幸福的晚年

莫过于有人孝顺。从事退管工作15

年来，因为日复一日地视老人如父

母，李芝兰也赢得了老人的心，被

老人视作自己的“好女儿”。“这是

对我最高的评价，我也将一如既往

地努力。”李芝兰说。

李芝兰（右一）

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名医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