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詹子旭

邱微 ）据统计，我市现有外出经商务工人

员超过 40 万人，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

人”近 10 万人，“空巢老人”已占老年人总

数的 53.4%。为最大限度地提升农村老年

人晚年生活幸福指数，我市采取了多项得

力有效措施，极大地提升农村“空巢老人”

幸福指数。

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提供日间照料服务
自 2012 年开始，我市在农村和社区开

展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建设，要求建设

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上，床位 20 张以上，提

供饮食和休息服务，配备必要的活动设施

和阅读室。两年来，共建设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 86 处，2014 年计划新建 103 处。

农村老年活动室：
丰富老人精神生活
自 2009 年开始，我市在农村启动利用

闲置房屋新建或改建老年活动室工作，即

农村“星光老年之家”创建，要求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以上，目前全市老年活动中心

基本全覆盖，其中已建成“星光老年之家”

达 356 处。

文化下乡：
推动文艺事业健康发展
为 老 人 送 戏 、送 书 、送 电 影 ⋯⋯ 自

2008 年开始，我市开展文化下乡活动，扶

持镇街、农村（社区）自主开展文化活动。

2013 年，共计组织开展文化下乡 9873 场、

书籍下乡 7.9 万册。此外，连续 11 年举办

老年文化艺术周，带动 5000 多名热爱艺术

的中老年人活跃在乡村大舞台。

志愿服务：
搭建“老有所为”平台
自 2010 年开始，“银龄互助”活动正

式启动，我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低龄

老人和高龄、空巢、独居、失能老人的志

愿服务。2013 年，开展“银龄互助”的

老年人协会 401 个，互助组织 554 个，志

愿者 7302 人，帮助对象 6818 人，开展帮

扶 26029 人次。同时，成立了由退休医

生、教师、法律工作者等人员组成的老年

电大讲师团，为各地老年人传授养老保健

知识、健康教育、政策宣传等知识。

爱心需要接力。木锦枢助人为乐

的举动也感染了周围的人，本是他一个

人的义行善举正在成为一场爱心接力，

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这条“爱心跑道”。

“需要出钱出力的地方，尽管和我

们说！”在木锦枢的带动下，他的亲戚、

朋友、同事纷纷加入到帮助他人的服务

行列。现在，木锦枢俨然有了自己的

“扶贫小分队”，一遇到需要紧急用钱的

困难户，只要说一声，大家都会慷慨解

囊。

不仅如此，木锦枢的邻居阿婆，也

坚持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存起来，一到

关键时刻就捐出来，同时还发动自己的

家人一起捐款。“你两千我三千他五千，

一笔善款很快就筹到了。这样一来，就

又有一个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了。”大

家一起做善事，这是木锦枢所希望看到

的。

在他的帮助下，马屿镇马岙村年迈

的蒋英娣住上了新家，再也不用担心那

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会坍塌下来；湖岭镇

芳庄加速村村民陈茂旺，在外漂泊 17

年，终于在家乡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港

湾”⋯⋯大家都知道，市民政局有个助

人为乐的好干部，他的名字叫木锦枢。

乐于助人的事情，他还将继续做下去。

本报讯 （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潘益

斌） 5 月 20 日，市民政局局长陈智勇

率调研组一行再次到基层联系点湖岭

镇 芳 庄 社 区 尾 垟 下 村 开 展 “ 走 亲 连

心” 走访调研活动。

在尾垟下村，陈智勇同镇领导、

社区干部、村委会成员和退休教师坐

在一起，“把脉”民生村情、“问诊”

薄弱环节，解决棘手问题，商议发展

致富事宜。

针对该村组织队伍建设薄弱、村

建设发展困难等问题，陈智勇一边耐

心倾听和认真记录社区干部和村委会

成员的想法和建议，一边阐述自己的

见解和思路，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在交流中得知该村由于缺乏资金

导致山塘迟迟未能动工情况后，陈智

勇当场表态将给予支持和配合，并要

求村里能提前谋划发展思路，制订建

设方案，努力走上乡村休闲旅游的致

富之路。

座谈后，陈智勇实地察看了山塘

项目选址，并叮嘱镇领导、社区干部

多支持关心该村的民生项目建设，勉

励村干部主动争取，加快进度，早日

建设。

期间，陈智勇还走访察看了芳庄

社区爱心驿站，并与该站负责人就运

行情况、面临问题和改善提升等作了

细致交流，要求镇和社区要充分整合

好当地的慈善爱心资源，努力创建爱

心驿站服务平台，为更多困难群众带

去爱心和关切。

据悉，此次基层“走亲连心”活

动是市民政局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自今

年 2 月份以来，民政干部多次下基层走

亲 连 心 ， 深 入 了 解 基 层 民 政 工 作 情

况，认真倾听基层干部对民政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为下步的民政领域深化

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截至目

前，共计走访 33 个村，97 户农户。

“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人生乐趣！”
——记市民政局干部木锦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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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丹丹

雨后清晨，天气微凉，木锦枢驱车来到马屿镇大南社区，在南隆与下山

自然村道路下坡转弯处停了下来。看见刚刚修葺完成的 64 米长白色安全

护栏，他会心一笑。

这个地方，山体陡峭、坡深十几米，每天有不计其数的车辆往来，也是大

南小学不少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木锦枢，一个在市民政局基层政权科工

作的普通干部，用他的拳拳爱心，为大南社区村民筑起了这道“安全屏障”。

是什么驱使他拿着微薄的工资收入，却怀有一颗慈善之心？谈及这个

问题，木锦枢总是乐呵呵地说：“自己对生活要求不高，帮助贫困户实现安

居，是我最大的人生乐趣。”

前不久，木锦枢来到湖岭镇金川

丰门村探望困难户林元亮一家。两年

前，每逢下雨，林元亮家屋顶都会漏个

不停；每到台风季，他们一家还需要去

别的地方借住。可如今，他们居住环

境大有改善。

2012 年，是木锦枢带着从身边朋

友处筹集的 1 万元捐款和自己购买的

两万块砖，来到这里，向林元亮一家伸

出援手。

林元亮今年 61 岁，是一名智障人

士，平时生活不能自理。弟弟林元成

患有糖尿病，弟媳 20 多年来一直患

病，如今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家庭条件

十分贫苦。“第一次来到他们家的时

候，我就有了要资助他们的想法。”木

锦枢说。

两年来，木锦枢已经记不清多少

次来过这里。住上新房后，林元亮

85 岁高龄的母亲变得精神矍铄，也

乐观开朗了不少。这个曾被“阴云”

笼罩着的家庭，第一次感受到“阳

光”的温暖。

在我市中西部农村山区，和林元

亮一家一样居住在濒临坍塌的危旧房

的困难户还有很多。1993 年，木锦枢

调到市民政局工作，因为工作需要，经

常下基层与群众接触。每次看到村民

住在简陋的房子内时，他总是唏嘘不

已，想为他们出钱出力。

多年来，木锦枢在高楼、马屿、湖

岭等地帮助贫困户盖房子，先后帮助

了 10 多 户 村 民 ，资 助 资 金 近 20 万

元。就这样，越来越多困难户住上了

新家。

说起木锦枢热心帮助困难户的事

迹，押头村村民最有发言权。

2006 年 6 月，当时担任福利院副

院长的木锦枢被派驻原高楼大南乡押

头村做农村工作指导员，他以求真务

实的工作作风，为村民办好事、办实

事。

在该村任职的 1 年时间里，木锦枢

带领村民们开垦荒山、种植水果林、在

山上饲养肉鸡，不仅让该村面貌发生了

巨大变化，也为当地的养殖业发展打下

了基础。

押头村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由

于村民大量外出而荒芜。为了带动大

家的积极性，木锦枢曾带领村干部到

丽水实地考察，通过调研，与村干部、

村民广泛座谈，并多次召开村民代表

会议，探讨如何合理开发利用林地。

村民没钱购买鸡苗，木锦枢就自

掏腰包，出资 3000 元购买了 1000 多

羽鸡苗。为了种植水果林，木锦枢想

方设法筹措资金。除到有关部门争取

资金 10 万元外，还积极发动家人、亲

友、同学、同事捐资 4.5 万元。此外，他

又另外出资 3000 多元为村办公楼购

置办公用具。

“当干部的像他这样太少了，居然

花 自 己 的 钱 帮 我 们 ，实 在 是 位 好 干

部。”“当时，木指导员帮忙建造的一

座蓄水量 30 吨的水池，我们一直用到

现 在 ，解 决 了 全 村 400 余 人 吃 水 难

题。”现在提起木锦枢，不少押头村村

民满怀感激。

乐于助人的事情，他还将继续做下去

一座 30 吨的水池，押头村民用到了现在

在他的帮助下，越来越多困难户住上新家

我市多措并举
提升农村“空巢老人”
幸福指数

市民政局干部深入基层

“走亲连心”解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