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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嚓”的切菜声、“嗞啦啦”的炒菜声、

“咕嘟嘟”的炖汤声……近日，萍乡市安源区八

一街道办吕家冲社区的幸福食堂内，63 岁的黄

芝萍和 62 岁的胡建萍夫妇正在忙着为老人们做

饭。小小的厨房内，热气腾腾，锅碗瓢盆“爱心

交响曲”在这里奏响。夫妇俩的脸上，洋溢着快

乐的笑容。

为了让居家养老的老人吃上热乎饭，去年

10 月，八一街道办将吕家冲社区一间闲置的房

子装修一新，添置了冰箱、消毒柜、厨房用品等，

办起了幸福食堂，每天中午为社区老人提供餐

食。

开始，幸福食堂聘请了一名厨师。食堂开

伙后，每天都有许多像黄芝萍、胡建萍这样的志

愿者前来帮忙，于是大家一商量，决定不再聘请

厨师，食堂工作全部由志愿者完成，这样可以将

节省下的厨师工资用于提高饭菜质量。

“我们把 57 名志愿者分成若干个小组，每天

轮流到食堂值班。每天早上，值班的志愿者到

菜场买好菜，运到食堂，然后开始做饭。”幸福食

堂志愿者小分队队长文福秋笑着说，“大家一起

忙乎着，其乐融融，可充实了！”

“开饭啦！”11 时 40 分，饭点一到，老人们陆

续来到幸福食堂用餐。五花肉、炖萝卜、烧鱼

块、炒青菜、木耳肉片汤……吃着热乎乎、香喷

喷的饭菜，老人们一个个眉开眼笑。

今年 69 岁的老党员章世惠，既是幸福食堂

的志愿者，也是用餐者。她告诉记者：“社区 60
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到食堂用餐。平时，每天

来用餐的老人有三四十人。春节期间，每天也

有一二十人来用餐，每餐成本价在 8 元至 10 元

之间，方便又实惠。”

“这饭菜太香了，能给我再加一点吗？”今年

90岁高龄的李发英老人吃完餐盘里的饭菜后，又

叫文福秋添点。“吃饱吧，管够！”文福秋一边笑

着，一边给李发英老人添了一些饭菜。“平时在

家，一般就是一个菜一个汤。有时候不愿做饭，

就凑合着吃点剩饭剩菜。自从来这里吃饭后，饭

量变大了，身体也变好了。”李发英老人说。

俗话说，众口难调，但在幸福食堂，每一个

人都吃得很开心。文福秋告诉记者，为了让饭

菜多样化，食堂经常举办厨艺大赛，志愿者各自

做出拿手的菜品供老人选择。

吃完饭，志愿者忙着收拾餐桌，清洗餐具，

老人们则来到开设在幸福食堂里的娱乐室，有

的 看 书 、有 的 看 电 视 、有 的 唱 歌 跳 舞 ，热 热 闹

闹、开开心心，欢声笑语飘出食堂，这就是幸福

的味道！

延续23年的
温暖陪伴

陈 旻 周 桐 张俊娟

春节前夕，国网鹰潭市余江区供电公司锦江供电

所副所长程秋兴像往年一样，和同事们带着年货给画

桥敬老院的老人们提前拜年。

对于老人们来说，程秋兴和他的同事早已成为亲

人。程秋兴告诉记者，早在 1998 年，他从部队退役后

到 余 江 区 画 桥 镇 供 电 所 工 作 。 画 桥 镇 是 革 命 老 区 ，

“画桥保卫战”“横山大捷”“南桥武装暴动”都发生在

画桥境内，画桥镇曾专门为烈士遗属、军属建了一所

“光荣敬老院”。

“退伍不能褪色，我的心中始终有军魂。想到敬老

院有烈士遗属，快过年了，老人们这时更怕寂寞，所以

就想去看看他们，带点老人家爱吃的东西，陪他们说说

话。”那时，程秋兴就暗暗决定，每年春节都要专门到敬

老院给老人们拜年，让老人感受到温暖。后来，“光荣

敬老院”合并到画桥敬老院，程秋兴每年春节陪伴老人

们却从未间断。

慢慢地，程秋兴不再是一个人，他开始带着同事们一

起来履行这个“约定”。春节期间，不管供电所里谁值班，

都会到敬老院里来转一圈，检查一下路线。开年第一个

工作日，大家都会一起到敬老院里，给老人们煮上一大锅

肉丝面，或是陪他们看一会儿电视，或是给他们送来些新

围巾、新手套。后来，敬老院更是成了供电所里的“VIP
客户”，就算只是更换灯泡之类的活，所里的员工也会随

叫随到，“老人家夜里看不清，就可能摔跤，这可不是小

事。”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敬老院实行封闭管理，程秋

兴和同事们还是把准备好的新棉衣送到大门口，让院长

转交给老人们。程秋兴告诉记者：“我们把老人们当作自

家长辈一样，陪伴他们，才是团圆年！”

2021 年 11 月，程秋兴因工作调动，到 20 公里外的

锦江镇担任供电所副所长，从那以后就不能常常守在

老人们身边了。不过，这个爱心接力棒，被新任

画桥供电所所长、“85 后”于磊主动接过。

腼腆的于磊一边喊着爷爷奶奶，一边

把 新 帽 子 戴 在 老 人 们 头 上 ，“ 咱 们

说定了，今后每年我都来”。

“逆生长”的小区
会唱歌
本报记者 刘启红

尽管春寒料峭，萍乡市湘东区峡山口街道办事处

钢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却是暖意融融，十多名

老人正开心地唱着歌。街道社会治理办主任、钢城社

区党委书记张巍告诉记者：“现在小区群众可快活呢，

他们天天要把心里的高兴都唱出来！”

然而三年前，钢城社区的居民可没有这么好的心

情。当时，社区内各住宅小区用一个成语形容就是

“老态龙钟”，根本没有载歌载舞的条件。为什么这样

说？张巍掰着手指头给记者介绍：

第一，各小区年代久。钢城社区是伴随着萍钢发

展的脚步，在 20 世纪 50 年代应运而生的，各住宅小区

属于典型的企业转制老旧小区。

第二，居民年龄偏大。住在各小区的绝大多数居

民是老萍钢的职工、家属，且以老年人为主。

第三，小区设施旧。老旧小区的通病，在钢城社

区的各住宅小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网旧、道路破、

环境差、品位低，居民幸福指数不高。

据了解，钢城社区下设昌盛、团和、新民、跃兴 4个

小区，拥有居民 6670余户，常住人口 1.5万人。

“各小区都存在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问题，当时

是怎么解决的？”记者问。

张巍同样用一个成语回答钢城社区之治——多

管齐下。“通过一系列硬举措，各小区最终脱胎换骨，

实现了‘逆生长’。”他兴奋地说。

张巍所言不虚。自 2018 年由峡山口街道正式接

管以来，钢城社区内各住宅小区迎来“新生”。2018 年

初，该社区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从完善配套功

能、强化居民主体、推动长效治理三个方面破题，盘活

社区资源、激活社区文化、带活社区氛围，从而做活社

区文章，成为当地基层社会治理的榜样。

张巍介绍，钢城社区治理总共走了三步：

第一步，实施“穿衣戴帽”工程，治理环境。对整

个社区环境进行了提升改造，各小区从里到外焕然一

新，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现在的钢城社区，秩序

井然、干净整洁，居民娱乐有安排、休息有凉亭、锻炼

有场所、停车有地方、上楼有电梯。

第二步，实施同频共振工程，强化管理。社区层

层设立网格，各网格内“人、地、事、物、组织”管理更精

准、更高效，特别是在社会治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

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网格化基础上，发

挥楼栋长、志愿者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大家共同参

与小区环境治理、文明创建、安全防范、矛盾化解、政

策宣讲，社区治理能力有了大提升。

第三步，实施心心相印工程，提升服务。群众吹

哨，干部报到。依托“钢城 e 家”平台和党群服务中心，

将上级下放到社区的相关证明类以及生活类等事项，

统一纳入党群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便捷办理。如今

在钢城社区，居民通过手机就能实现诉求反馈。

“三板斧”敲下去，钢城社区彻底变了样。

更为大家所乐见的是，钢城社区建立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里面爱心图书馆、党员活动室、健身活动室

等活动场所一应俱全，社区居民可以在这里唱歌、读

书、绘画等。

带着记者走了一圈后，张巍自豪地说：“钢城社区

内的各个小区，不再是老态龙钟的样子，变身活力十

足的幸福小区，实现了‘逆生长’！”

留住历史记忆
重塑“花园”面貌

本报记者 陈 璋 实习生 邓 璇

50 多栋楼龄 30 年的房屋、2001 户 6000 多人、停有近

千辆小汽车……这是南昌市青云谱区岱山街道景泰花园

小区的基本状况。数据背后，是长年困扰街道和社区的

一系列问题：管网老旧、路面破损、车位紧张、管理难度

大，不少居民选择搬离小区。

半年前，小区启动了全面改造。如今，小区的基础设

施好了，环境美了，许多“高大上”的智能化管理设备纷纷

建成，居民们都引以为傲。

汽车文化广场融入“江铃记忆”

近日，记者驱车驶入景泰花园小区，看到的是崭新的

沥青路面，整齐的停车位，规划有序的门球场、篮球场和

足球场上随处可见休闲健身的居民。来到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门内是分工细致的便民服务窗口，门外是设计别致

的江铃汽车文化广场。广场上一条木质装饰的长廊内，

墙上挂着的照片展示了江铃发展历程，橱窗内陈列着多

台精致的汽车模型，让人一下子进入了“江铃记忆”。

提到这个特别的广场，景泰花园小区所属的梨园南社

区党委书记唐莉介绍，小区大多数居民是江铃职工或家属。

近年来，虽然江铃厂房陆续搬迁，但大家的情感扎根这里。

“去年 7月改造前，街道和社区在征求居民意见时，得

知大家希望留下‘江铃记忆’，我们便将这一处空地打造

成汽车文化广场，展示江铃文化。”唐莉边说边带着记者

来到彩绘墙前，只见上面有不少充满时尚与动感元素的

汽车涂鸦。“这本来是一处破旧墙面，改造时选择了江铃

具有代表性的 10 款车型喷绘上墙，让居民每每看见都能

产生情感共鸣。”

管理更智能 服务更贴心

环境美了，管理自然也要跟上。在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一面大型 LED 屏幕吸引了记者。只见这块大屏幕分

为 9 块小屏幕，整个小区的实时画面尽收眼底。唐莉介

绍，这是小区新建的智慧平安系统，通过在小区高点安装

高空瞭望摄像机，运用 VR 实景技术形成实时瞭望系统，

可以清晰地监控整个小区的情况。

对于这套管理系统给社区带来的变化，唐莉深有感

触。她说，以前有些楼上的居民喜欢随手扔垃圾，常常出

现烟头点燃被单却找不到源头的情况。自从安装高空瞭

望摄像机后，小区再也没有发生过高空抛物事件。此外，

181 套智能烟感器设在每个单元的出入口，一旦有烟雾，

社区能及时发现。

在服务好辖区居民的同时，社区党委也在积极关注

辖区相关人员的需求。近年来，社区周边涌现多家物流

站点，快递小哥人数剧增。社区为此成立了“青蜂侠之

家”，专门为快递小哥提供服务。

从“老破旧”到“高大上”，从“干部干，群众看”到“干

部群众一起干”，小区改造不仅让小区实现了品质的飞

跃，更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决

心和能力。正如一些居民所说，景泰花园小区正在成为

一个名副其实的“花园小区”，生活在这里，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油然而生。

“手绘地图”诠释
医者仁心

本报记者 余 燕

“春莲，你上午在家吧，我来给你量一下血压。”近日，

记者走进上饶市广丰区霞峰镇李信生的卫生室时，他正

与村民预约上门健康随访。

20 余平方米的卫生室整洁明亮，墙边上的柜橱，1900
余份群众健康档案码放得整整齐齐。柜橱旁边的墙壁

上，贴着一张荣誉证书，格外显眼，上面写着“2021 年度家

庭健康守门人”。

今年 74 岁的李信生是一名乡村医生，1969 年行医至

今，已有 53 个年头。从 2016 年开始，李信生承担了附近 3
个村庄部分村民健康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门随

访、完善信息台账、指导常规用药、宣传健康知识、协助组

织体检，都是他的日常工作。

“146 人患有高血压、49 人患有糖尿病、309 名高龄老

人……这些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群体。”不仅如此，村民

中谁有什么基础疾病、谁平时吃什么药，李信生都了然于

心，熟悉程度让人惊讶。

“诀窍全都在这里。”面对记者的疑惑，李信生笑着把

随访信息记录本递过来。记者翻开一看，只见一个人名

对应一行记录，体检情况、用药医嘱、血压血糖检测数据

等信息，都写得明明白白。值得一提的是，记录本后面还

附着一张手绘的特殊地图：粗线代表主路，细线表示小

路，沿主路小路标注了密密麻麻的小红点，每个小红点都

对应着一个人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村民健康的‘第

一道防线’，要确保不漏一人。”为了更好地服务村民，

2017 年开始，李信生开始尝试手绘地图，并每年根据健康

管理名单进行及时更新。

穿上白大褂、挎上医药箱，李信生骑着电动车行驶 3
公里来到村民李春莲家，量血压、测血糖，再登录“家庭医

生签约系统”APP 把数据填好。“你今天指标有点高，不过

结合前几次的检测来看，应该问题不大。要记得按时注

射胰岛素，记住不要吃甜食。”李春莲患有糖尿病，李信生

特地多嘱咐了一番。

村民每年的体检，也是李信生的心头大事。“之前，村

里的老人总嫌麻烦，很少来体检。”体检前几日，李信生就

挨家挨户上门，通知到人、登记名单。体检当日，他早晨 6
点多就赶到体检点，清点人数、维持秩序。体检报告出来

后，他先把大家的健康状况登记台账，再逐人送报告上

门，并解读健康指标。“很多老人字都不识几个，体检报告

更是看不懂。”李信生说，哪些指标有异常、平时生活起居

该注意什么、若需转诊该去哪里等等，都得面对面和村民

说清楚。“村民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幸福食堂飘出幸福味道
尚 健 本报记者 曹诚平

图②2 月 13 日，南昌万寿宫历史

文化街区布置了五彩缤纷的花灯，为

元宵佳节增添喜庆的气氛，吸引市民

前来游玩。 史港泽摄

图①宜春市袁州区辽市镇组织留守

儿 童 参 与 民 俗 文 化 活 动 ，共 迎 元 宵 佳

节。2月 13日，志愿者们指导小朋友们制作

花灯。 本报记者 朱兆恺摄

❶❶

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