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Y
城市记

编辑：黄志艳 美编：王艳 校对：学文

2024年
8月1日 8月7日

A03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要因地

制宜、实事求是，根据辖区老年

人情况和老年人需求进行建设，

建设前要进行充分的考察调研，

不宜强制进行统一。做好养老

服务工作，要做到每个站点有懂

养老、了解养老、关心养老的明

白人；要充分整合地方资源，充

分调动志愿者、活力老年人的积

极性；要确保运营可持续性，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适合的运

营模式。”观摩结束后，郑州市民

政局有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积极

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努

力擦亮“老家河南·郑好颐养”服

务品牌。目前，建有各类养老服

务机构 1330 余家，养老托老床

位 6 万余张。老年人助餐点还

正在建设阶段，目前已达 500家

以上。随着养老服务工作的深

入推进，我市养老服务已迈向从

“量的发展”到“质的提升”的全

新阶段，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安的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记者 田莎 文/图

“我们在边学边玩中体

验了传统文化，拓展了在课

上不曾学习到的历史知识，

是一次难忘的假期之旅！”四

年级的寇瑾参加郑州博物馆

“暑期郑博 快乐成长”夏令

营，穿上仪式感满满的马面

裙，和小伙伴们一起做答题、

游戏。寇瑾常常雀跃不已：

“如果明年还有这个活动，我

一定还要报名！”

7月5日，郑州博物馆暑期

夏令营第一期发布招募公告

《叮！您有一份来自3000年前

的夏令营邀请函请查收！》，一

天报名满员；7月19日发布第

二期招募公告的时候，就达到

了“拼手速”的火爆。

据悉，在郑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考古博物馆、郑州商代

都城遗址博物院、郑州市大河

村考古遗址公园等文博场馆，

“非遗传承·漆扇轻摇”、商都

书院街“城市考古体验课堂”、

“一‘扎’一世界：苏派盆景扎

绑技艺体验之旅”、大河村研

学课堂绘制彩陶等活动，都吸

引了广大青少年纷至沓来。

建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1330余家
养老托老床位6万余张

郑州努力擦亮“老家河南·
郑好颐养”服务品牌

“文博暑期课堂”清凉一夏
8月31日前学子们都可以来体验

连日来，记者走
访郑州各大博物馆，
从孩子们银铃般的
笑声里、在欢声笑语
的文博课堂上，记者
发现了暑期新的“快
乐密码”。

“我们为到博物馆参加夏

令营的孩子，准备了统一的传

统汉服，开营、结营仪式，带孩

子通过‘礼、乐、射、御、书、数’

六大课程环节体验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郑州博物馆社教部

社教专员赵桐介绍，家长早上

送来孩子晚上接回，博物馆提

供精品午餐和午休服务，每个

营员还有装着课程手册、纪念

徽章等物品的“追梦锦囊”。

除“暑期郑博 快乐成长”

研学夏令营以外，郑州博物馆

在过去的几周还举办了以青

铜器铸造工艺为主题的“郑博

讲坛”；“熠熠青铜‘晋晋’有

味”探索课堂也带孩子沉浸式

观赏山西两周青铜器，了解绵

延数百余载的晋国历史文

化。同时，互动游戏、手工活

动也成为此次博物馆文博活

动的亮点所在。

赵桐对记者说，博物馆的

夏令营课程以古代礼仪、乐

器、弓箭、车马、文字、天文知

识为切入，将悠久的君子之学

与郑州博物馆特色馆藏、文物

相结合，让孩子们获得与课堂

完全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

升温，暑期随着各年龄层的学

生群体相继放假，博物馆游迎

来高峰。数据显示，6月以来，

“博物馆”搜索热度环比增长

61%。“今年暑假期间，郑州市

多家博物馆倾情打造‘清凉一

夏’文博暑期课堂，各博物馆

依据场馆资源特点设计，以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核心，结合青少年特点开设

特色课程，大、中、小学生均可

免费参加。”郑州市文物局工

作人员介绍，文博暑期课堂目

前已开课，活动将持续到 8月

31日，孩子们不妨来“文博暑

期课堂”清凉一“夏”。

记者 左丽慧 李居正/文

马健/图

名额秒光，文博课堂火爆

精心策划，全员上阵“宠娃”

家长“买账”，“神仙服务”口碑好

观摩团此次走访 4 个养老

服务中心。

金水区大石桥街道养老服

务中心主要依托瑞阳老年病医

院特色中医康复科室，开展康复

理疗、针灸拔罐、艾灸贴敷等中

医适宜技术，特别推出中医药

膳、特色茶饮，针对老年人慢性

病、糖尿病、中风后遗症等开展

特色治疗。同时，定期为社区高

龄、独居、特困老人开展入户探

访，了解老人需求，及时提供上

门义诊、代买代送、卫生清洁等

居家上门服务。

登封市唐庄镇养老服务中

心除了在中心内开展全方位的

照料服务，还会为周边老年人提

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行、

康复护理等居家养老服务，满足

周边农村困难老年人“家门口”

养老需求。

观摩团一行还走进 7 个村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 2 个社

区食堂，了解设施建设、服务内

容、人员配置、运营管理以及老

年人满意度等。

夏日炎炎，在新郑市辛店镇

史庄村日间照料中心，一片欢声

笑语、其乐融融，这里已然成为

村里老年人每天必来的休闲娱

乐好地方。甚至，到饭点也无需

回家忙活，大食堂让村里老年人

吃得实惠又便利。“采取村集体

补一点、个人掏一点的办法，为

老年人提供午餐，按每人份 10

元标准，抵偿为 75 岁及以上老

年人提供助餐服务，老年人自己

只需支付 2元。”工作人员介绍，

村里还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设

有爱心超市，鼓励村民做助老志

愿服务，村里还有互助养老服务

车，为村民提供助餐、助行等各

种服务。

巩义市北山口镇白河村日

间照料中心是村里老人纳凉、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这里会定期安

排专科医生对辖区老年人健康

状况进行义诊，建立健康档案，

对排查出的问题及时给予医疗

建议，并坚持每周开展两次助餐

活动，65岁以上老人免费。

三荤三素两主食两汤羹的

自助餐，辖区 70 岁以上的老年

居民，凭卡可享受到 10 元的特

惠价格，高新区锦华苑社区食堂

为老人办“食”事。据了解，社区

食堂成立之初，工作人员通过调

查问卷的方式，收集了辖区居民

的意见，充分考虑辖区居民意见

后，社区探索出了一条“社区与

餐饮企业共建”的模式，社区还

链接资源，推出了送餐上门服

务，得到了附近居民的认可。

日间照料中心和社区食堂：家门口的幸福驿站

养老服务中心：资源丰富 以大带小辐射周边居民

我市养老服务：从“量的发展”到“质的提升”

孩子们在文博课堂上学习

在计划路日间照料中心，老人们正做手工

近日，郑州市民政局
组织了一次城市和农村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暨老
年助餐实地观摩活动，记
者跟随观摩团对二七区、
金水区、中原区、高新区、
巩义、登封、新密、新郑等
地养老服务和老年助餐
设施及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实地探访，感受郑州在
推动“家门口养老”服务
方面的实践与显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