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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社会

□晚报记者 裴成龙
  通 讯 员 张  松  王微笑

我市各地聚焦农村老年
人居家养老最突出、最迫切的

“吃饭难”问题，扎实推进“孝
善食堂”建设，用“一餐热饭”
为老年人提供暖胃又暖心的
服务，托起老人的幸福晚年。

一大早，沾化区冯家镇杨
庄村的孝善食堂便热闹起来。
志愿者们忙着洗菜、切肉，为
老人们准备午餐。11 点钟，很
多老人围坐一起，开始享受幸
福的午餐。沾化区冯家镇杨
庄村村民李如爱对记者说：

“我经常上这里来吃饭啊，老
人们走在幸福时代了。除了
吃饺子还吃菜，服务态度都很
好。”

冯家镇推行互助型“孝善
食堂”运营模式，镇社工站联
合区溪边梅社工服务中心成
立志愿服务小分队，定期开展
不同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满
足老年人“不离家、不离亲、不
离群”的养老需求。沾化区溪
边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
长李红梅说：“我们通过打造

“闺女来了”志愿服务品牌，把
孝善食堂建设作为为老服务
的重要阵地，为老年人提供贴
心服务，让他们享受舌尖上的
幸福晚年。”

在冯家镇，像这样的食堂
已有4家，通过经济共担、积分
激励、互助养老的方式，既解
决老人就餐难问题，又在乡村
引领道德新风尚，让“孝善治
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积极构建农村养老服务新模
式，规范孝善食堂运营管理，
打造多样化、多元化的养老服
务发展领域，打响”为老文明
实践“品牌，将为老服务做精、
做细、做实，打通民生保障“最
后一公里。”沾化区冯家镇便
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菲菲
介绍。 

在邹平市魏桥镇崖镇村
的孝善食堂，一大早，文艺爱
好者就来到这里，敲起锣鼓、
拉着二胡，为老人们带来一场
精彩的文艺表演。邹平市魏
桥镇崖镇村村民孙家庆对记
者说：“咱村里这个孝善食堂
非常好啊，不仅能免费吃饭，
还能免费理发、免费看戏，给

我们老年人带来了很大的幸
福感。”

而在不远处的里八田村，
免费为村里 80 周岁以上的老
人提供免费午餐。邹平市魏
桥镇里八田村民田启华说：

“在生活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大
方便，不用动火也能吃上热
饭，还能让我们和老朋友一起
说说话，心情非常好。”

截至目前，魏桥镇已建成
运营孝善食堂10家，试运营孝
善食堂 1 家，在建孝善食堂 5
家，进一步扩大了老年人服务
辐射范围，为老人养老提供了
方便。邹平市魏桥镇民政所
所长刘霞介绍：“持续加强孝
善食堂的日常运营和安全管
理，注重倾听民声民意，真正
让“小食堂”发挥“大作用”，让
老年人吃上“暖心饭”、“幸福
饭”，让老人感受到来自党和
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据统计，我市6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24.03%。目前全市已建成孝
善食堂（含幸福食堂）524 家，
月均服务老年人 50000 人次，
托 起 了 老 年 人 晚 年 的 幸 福

“食”光。

滨州：“孝善食堂”托起老人幸福晚年

□晚报记者 王  真 
  通 讯 员 王学银 李  明
           张  磊       

“ 以 前 在 校 门 口 接 送 孩
子，碰到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
时特别不方便。现在有了这
个等候区，我们有了遮风挡雨
和临时休憩的地方，真是太暖
心了！”今年秋季学期一开学，
滨州实验学校学生家长王女
士看到校门口新添的家长等
候区后，高兴地说。

为给接送学生的家长提
供遮雨休憩的便利场所，滨州
市城管局利用学生暑假假期
空档，在滨州实验学校及南校

区两处校园门口试点建设休
憩廊架8组，铺设透水地面220
平方米。该工程于 7 月 5 日开
工，8月20日竣工并投入使用。
新打造的家长等候区干净、整
洁，廊架下的休闲座椅不仅为
等候孩子放学的家长提供了
便利，还为路上行人提供了歇
脚场所。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
一叶总关情。”为切实解民忧、
纾民困，市城管局全力落实八
大品质提升和“1+1188”发展
格局工作要求，持续拓宽为民
服务思路和渠道，创新实施家
长等候区建设，为家长接送孩
子提供了方便和暖心的服务。

暖心设置等候区 疏解家长接送之忧

沾化区黄升镇
强化村务监督
管好“小微权力”

□通讯员 边文龙

    晚报沾化讯 “通知，定
于今天上午九点在村委会
召开会议，请全体村干部按
时参加会议，全体村务监督
委员会成员列席会议，请大
家收到通知后相互转告。”
近日，沾化区黄升镇颜家村
大喇叭里传出响亮的声音。
村里财务收支情况、农村低
保、五保、残疾人认定及政
策落实、社会救助、农田机
井灌溉……在黄升，群众想
要了解村里的情况，通过村
务监督委员会把需要公开
的事项“一贴公示栏、二贴
微信群、三贴记录本”，随时
公开，可看可查；群众需要
解决的难点、堵点问题，通
过村务监督委员会广泛征
求村民意见，列席村里会议
提出意见建议就能轻松解
决。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优先从老干部、老教师、公
益岗中推选担任；制度统一
制作上墙或装订成册展示，
让村务监督有章可循，有法
可依，阳光运行。镇纪委统
筹村务监督委员会力量，采
取跟班学习，面对面交流、
村与村之间交叉监督等方
式现场教学，提高村务监督
委员会成员履职能力；村内
设立“议事厅”方便交流互
动，发现群众身边的微腐败
和信访举报由镇纪委查处，
确保村务监督在一线，问题
处理在基层，打通村务监督

“神经末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