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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画画、剪纸、上台表演节目……这些看起来很“文艺范儿”的文化活动，

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我市敬老院带来了质的变化。

如今，在社工的带领下，我市乡镇（街道）敬老院已经从传统的重物资供养向

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供养并重转变，“吃饱穿暖”只是低层次的需求，五保老人心

灵深处的渴求，在文艺、娱乐活动中，得到了释放和展示。

>>> 剪纸、做操、写字、画画，“临老打哇哇”学文化

敬老院里的温暖话语：

“敬老院文化娱乐很有味!”

去年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建设补助资金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 林晓）近日，为了解各乡镇、街

道居家养老服务情况，做好工作指导，提高服务

质量，我市抽查了浙江省巾帼西丽综合服务公司

负责的马屿镇 12 户居家养老服务对象，查看落

实情况。

截至今年2月，我市享受居家养老服务4325

人，占户籍人口的0.35%，其中，马屿镇享受居家

养老服务对象 536 人。检查组根据补贴对象名

册，随机选择抽查对象，实地走访政府购买服务

补贴对象，重点询问补贴对象基本情况和养老服

务的工作人员、时间、次数和质量等情况，并制作

填写《居家养老服务回访记录表》，抽查结束后由

补助对象、检查人员签字确认，作为考核该公司

完成情况重要参考资料。

从抽查情况来看，服务内容主要是洗衣服、

家庭环境清洁及个人卫生、陪同聊天等，服务方

式较灵活，做到服务有安排、有记录，对象反馈意

见良好，但存在一些问题，如补助对象消费意识

不足，不愿接受服务；无需服务的给予了服务；服

务时间无监督等。

针对存在的问题，检查组及时反馈给“巾帼

西丽”马屿负责人，并要求加强宣传，主动告知补

助对象服务由来，使其安心接受服务；认真审核

补助对象服务诉求，无需服务及时取消；以村为

单位，汇总补助对象服务时间表，交各村老年人

协会，服务结束由其盖章，加强监管；对还没有享

受到服务的补助对象，要及时上门服务。

本报讯（记者 林晓）去年居家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建设补助资金创历史新高。2015 年，我市

投资 5000 余万元，新建了 173 家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经瑞安市和温州市两级检查验收合

格，已全部投入使用。

2015 年底，第一批建设补助资金 692 万元

已下拨到位，目前正下拨第二批建设补助资金

865万元，最后一批建设补助资金870余万元也

将于近期到达、下拨。我市 2015 年建成的照料

中心合计获得补助资金 2435 万元，同比增长

101.07%，创瑞安市历年新高。

自 2012 年我市启动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

心建设以来，全市已建成 362 家，覆盖 100%城

乡社区和 40%行政村，累计获得省、市、县三级

补助经费 4803 万元，其中瑞安本级财政已累计

补助 1448 万元。同时，为保障全市居家养老服

务照料中心有序运行，我市本级财政还对正常

运行的每个照料中心根据考核评定给予每年

0.5 万元至 4 万元不等的运行补助，目前已累计

补助118.8万元。

我市抽查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瑞安人有句俗话俚语是说，人老了还去学习

文化知识是“临老打哇哇”。当然，“临老打哇哇”

还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幸福快乐和心灵寄托。

初春的早上，顺泰敬老院里的老人们正随着

电视广播的节奏做早操，社工们来到老人们的身

边陪他们一起做早操。随后，有的陪老人聊天，

有的与老人一起剪纸做手工，有的给老人读报

纸，敬老院里的气氛十分温馨愉快。

社工涂海微告诉我们，敬老院里有一位70岁

的老人，原来性格比较孤僻，不愿与人接触。无意

中，社工发现，在写字画画课上，老人很爱表现自

己。此后，社工有意地表扬他，还将大家创作的

“作品”贴在课堂上展示。老人找到了心灵上的寄

托，日子过得快乐起来，从此整天笑声不断。

说起给老人们上写字画画课，社工徐雳介

绍，社工们在顺泰敬老院和平阳坑敬老院都有

开展。当然，上写字画画课也不是“一帆风顺”

的。刚到敬老院的时候，跟老人们不熟，老人颇

有“抵触”情结。几年时间下来，将心比心，老人

都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画也不好意思。”

之后，社工们趁热打铁。除了教他们做操

锻炼身体之外，还教老人们学剪纸、做手工等活

动，甚至还把几位“木讷”的老人教会了表演，让

他们上了舞台。

去年，平阳坑敬老院的鲁永生、傅其贺等老

人自掏“腰包”制作了两幅写着“晚年人照顾，详

细和周到”的锦旗送给社工。“社工真好，对我们

很照顾。”鲁大爷说，他到敬老院已经 10 多年

了，近年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物质与精神文

化生活供养并重的变化。

记者|林 晓

>>>“讲起三句半，敲破一面鼓”，文艺活动真丰富

市爱心阳光社会工作者服务中心主任潘建欧

告诉我们，为了丰富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社工

们曾“伤透脑筋”。

去年重阳节之前，潘建欧开始为老人们策划

舞台表演计划。“准备让老人上台表演瑞安方言

‘三句半’，这个节目比较接地气。可敬老院里有

40多位老人，选出4人上台都很困难。”

从最初的打草稿、写台词，到请人修改表演脚

本，又请社工教傅其贺、鲁永生、杜友朗、王瑞初4

位老人表演，历时半个月，潘建欧一直参与其中。

“刚开始用脸盆和塑料桶当锣鼓，用木头敲打

起来，塑料桶都敲坏了一个。后来，又买了锣鼓等

乐器。”傅其贺、鲁永生、杜友朗、王瑞初4位老人参

加“三句半”《敬老院里新气象》节目表演，每人4

句，一共16句。通过文艺骨干分子带动，激励生

性木讷、接受难度大的五保老人参与，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

在平阳坑公园成功表演后，老人兴奋地说：

“长这么大，都没上过台，真高兴！敬老院里的文

化娱乐很有味!”

现在，由专职社工带着老人做操、练字、种花、

做手工，每月举办一次老人生日派对，定期组织各

种慰问活动和志愿者服务活动，五保老人的文化

娱乐生活质量得到了大提高。

此外，我市一些单位和团体也先后到敬老院

开展服务，测量血糖血压，教做手指操，教跳舞蹈，

帮助种花植树、理发等，多元化的服务让敬老院老

人们真切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关怀。

现在敬老院里不时传出笑声，老人们脸上洋

溢的快乐无以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