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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11月27日下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油改气”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将停止在用机动车“油改
气”，各地也不得再出台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在用机
动车“油改气”规定。

“油改气”或将禁止，
各方如何应对？

23 综合

方吕鸟笼制作技艺起源于寿光市上口镇西方
吕北村。据民国《寿光县志》记载，西方吕北村
的王岱海在清代便开始制作雕刻鸟笼，技艺精
湛，外地人称他制作的鸟笼为方吕鸟笼。

方吕鸟笼：
“笼痴”的家传绝活

24 视点

慢行系统的建立将更好地提升寿光旅游价值，
将城市的慢行交通系统与城市旅游资源无缝连接，
形成多条各具特色的旅游线路。

慢行，让城市回归“家园化”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2月13日，寿光现代小区72岁的王美光家中的
玻璃被孙子用弹弓打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屋内立
即冷嗖嗖的。王美光当即拨打了“12349”热线电
话。10分钟后，工作人员来到她家，更换了玻璃。

同一天的下午，寿光老防疫站附近，收废品的
刘长河发现自己的三轮车锁打不开了。他也拨打了
“12349”热线。5分钟后，开锁人员帮他开了锁，
没收取任何费用。

“现在每天接到100多个电话，需要捅下水道
的、保洁的、买东西的，各种服务都有。”寿光市
12349养老服务信息中心负责人马红梅说。

寿光“12349”服务中心是由寿光民政局牵头
成立的非营利性单位，向全寿光市居民提供养老、
医疗、法律、旅游、社区导购等服务项目。

“我是独生女，平时工作比较忙，还要照顾两
个孩子，父母年纪也大了，三头忙活，经常疲惫不
堪。‘12349’给我父母小区内70岁以上的老人配
备了手机，为他们提供养老服务，帮了我的大
忙。”圣城街道古槐社区的刘杰告诉记者。

和刘杰一样享受到“12349”便民服务的李建
林，也通过12349预约到家政服务。服务中心根据
老人的要求，迅速联系相关业务，当天下午就有家
政公司为他提供了保洁服务。

“我们为7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发放‘老年手
机’，根据老年人特殊需求，以短信、语音、定时
定位等方式为老年群体提供公共服务。”马红梅
说 ， 针 对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日 益 增 多 的 实 际 ，
“12349”服务中心提供紧急救援服务，协助医疗
救援机构对突发疾病的老年人和重大安全事故实施
紧急救援。

依托“12349”服务平台，寿光积极推进居家
养老服务。2013年10月，寿光阳光大姐家政投资100
多万元，在城区新改造一处500平方米的养老服务
信息中心，建立了涵盖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工、志
愿者等各类资源的社区服务资源库。该公司依托完
善的社区服务资源和12349流动直通车，向社区居
民提供政务咨询以及养老、医疗、法律等10余类
200多项社会服务。

据介绍，养老服务信息中心网络目前已有300
多家企业加盟，免费为老年人发放“老年手机”
2000多部，服务范围覆盖全部城市社区，近3万名
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养
老院”

“长时间按1键，可以直接拨打12349热线。在
3、4、5键上可以设置子女的号码，后面有个红色
的按钮，是SOS。如果老人迷路，按这个键，就可
以直接定位。”马红梅说，老年机上还有照明和收
音机，在功能上最大限度地方便老人。

在“12349”养老信息服务的基础上，寿光还
设立了社区便民直通车，每天8时至18时为全市广
大老年人及家庭提供新鲜的蔬菜、时令水果、各种
米面、油、盐、酱、醋等日常必需品，拨打电话就
可以送货上门。目前，寿光已经联系赛维科技公司
加入，由该公司负责小区直通车的建设、产品配送
和质量统一把关，减少中间环节，做到便捷、便
宜、服务周到。

1 2月1 3日，玫瑰园小区7 6岁的孙明瑜拨打
“12349”热线，希望送来一袋面粉。接到电话
后，热线人员直接打给温泉花园南区的便民直通车
超市。不到半小时，超市人员把面粉送到孙明瑜
家。“天冷，我们年纪大了，不愿意出去，就打了
电话。你看，还没多收一分钱。”孙明瑜说。

“为方便老人，我们‘补链式’填充加盟商
户，将加盟超市‘便民直通车’开进小区内。”马
红梅说，“我们正在探索更好的模式，增加加盟
商，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社会养老机构均衡布局，五保老人实现集中供养———

解决养老难 寿光选择多

寿光探索创新农村养老模式———

卫生室，就开在老人身边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孙 浩

至少有5种模式

12月11日，记者在寿光市洛城街道桥南里
社区养老院看到，一楼是厨房和餐厅，二楼是
休息室、娱乐室和健身室，床铺、健身器材、
棋牌等一应俱全。

“等过了这个春节就正式开张，来这里玩
全部免费。”桥南里社区养老院负责人张荣全
告诉记者，这个养老院最大的特点是，从休息
室后门的步行梯可以直达卫生室。“因为来玩
的老人多，各种意外情况都要考虑到。”

张荣全称，原来卫生室计划安排在另一栋
楼，桥南里社区专门和卫生局对接，把卫生室
安排在养老院楼下。考虑到老年人行动不便，
养老院从一楼到二楼特意安装了有扶手的电
梯。

据了解，目前寿光已经建有60处像桥南里
社区这样的农村幸福院和养老院。

“考虑到寿光农业经济基础较好，日间独
居老人多，医疗卫生设施相对完善，我们坚持
‘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
创新地将医疗卫生室与农村幸福院捆绑建设，

着力打造农村幸福院建设的‘寿光模式’。”
寿光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李延丰说。

据介绍，目前寿光农村幸福院形成了至少
5种模式，有新旧结合型、个人投资型、新建
小区配套型、闲置场所改建型和社区建设配套
型等。

“孩子们可以安心上班了”

12月14日中午，文家街道王端宇村，68岁
的王瑞玲在日间照料中心吃过饭后，来到休息
室看电视。

“今天吃的白菜肉包子，还有豆腐和羊肉
汤，都是村里免费提供的。”王瑞玲说，她每
天都来日间照料中心玩，和几位老人一起打扑
克、吃饭、跳广场舞，热闹得很。

王端宇村有900口人，60岁以上的有160
人。这其中，70岁以上的78人，80岁以上的18人，
90岁以上的1人。孩子们白天上班，老人在家没
人照顾，难免孤独落寞。有些老人中午在家也
不愿意做饭，有时候就开水吃馒头凑合一下。

老有所养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王端宇村党
支部书记王向民征求村民意见时，大伙一致同
意建立日间照料中心。于是，该村投资30多万
元新建一处建筑面积400多平方米的二层楼
房，配置了休息室、娱乐活动室、图书室、康

复健身室、伙房、餐厅、卫生室、洗浴室等。
幸福院下面，就是卫生室。针对老人不同的身
体状况，卫生室建立健全老年人档案，实行分
类和动态管理，定期为老人查体。

“孩子们可以安心上班了，不用总是挂念
着我了。”王瑞玲说。

文家街道前游村在旧村改造中，充分考虑
养老问题。村集体投资1500余万元，新建楼房
四层作为幸福院，共计87个床位，去年11月正
式启用。老人自愿，子女申请，经村委会讨论
通过后，对老人进行健康查体。然后张榜公示
无异议后，签订入住协议、入住。

据介绍，该村不仅免收老人的取暖费，每
月还补贴40度电费和2立方米水费。幸福院里
有餐厅，老人可以点菜，也可以自己做饭。幸
福院楼下，就是卫生室。

“一托一”，分而不离

洛城街道浮桥村在公寓楼中，采取了“一
托一”的农村互助居家养老模式。该村61岁的
傅文祥说：“我住在5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小户
型中，对面1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的是我儿
子。我们的阳台互相通联，有什么事直接从阳
台上走过去就可以，生活起居非常方便。”

所谓“一托一”居家养老模式，是指在同

一栋楼房中，老人和儿女住对门。其中，儿女
住大户，老人住小户，两户之间仅隔一堵墙，
可以通过阳台连通。

在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王林祥跟父母也
住在这样的对门。王林祥认为，这样的房屋设计
比较人性化，平时老人半夜咳嗽吃药什么的都
知道，既方便了照顾老人，又增进了家庭和谐。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田柳镇北岭村将
原村委办公场所改造成一处占地面积2000平方
米，建筑面积500平方米的农村幸福院。这里
有宿舍、厨房、餐厅、活动室等，还有20张床
位。院内配有村级卫生室、健身器材和娱乐设
施。北岭村党支部书记李洪波说：“对本村年
满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
让老年人足不出村就可享受到养老服务。”

文家街道北付村投资25万元，把闲置学校
改造成幸福院。该幸福院有14个房间，22张床
位，院内配置休息室、娱乐室、图书室、村级
卫生室、食堂、餐厅等。随着入住老人的增
多，村里新搭建了一处大灶台，聘用一名厨师
为老人提供午餐。

文家街道王家大庄村有位村民投资100万
元，建成了王家大庄村幸福院，共30张床位，
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在满足本村老年人日间生
活照料、午餐供应、文化娱乐等基本需求的同
时，该院面向社会开展短期托养和长期居住服
务。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孙 浩

“手臂前抬一些，头再仰起一点，走！”
12月14日10点，寿光市向阳社区爱老幸福乐园
3楼多功能活动室内，伴随着音乐，65岁的马
翠花和几位老人正跟着专业老师杨怀凤学习舞
蹈。

“来这里玩，一年只花300块钱，不仅能
学到舞蹈、电子琴等19个科目，还能泡脚和理
疗，中午还有休息室可以午睡，太划算了。”
马翠花告诉记者，“主要是我们有了玩的地
方。”

记者看到，幸福乐园里不仅有康复训练
室、电子钢琴室、书画室，还有中医养生坊、
爱心课堂、手工坊、棋牌室等。

向阳社区爱老幸福乐园负责人王守燕告诉
记者：“那些大姨们玩电脑可溜了，在亲情视
频室里，她们能用电脑和孩子视频聊天。”

寿光充分盘活城市社区资源，积极推进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先后投资200多
万元，打造了向阳社区爱老幸福乐园和学院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等。

寿光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业发展，在全市初
步构建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
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符合寿光实际的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目前，寿光共有综合性老年福利
机构1处、机构养老4处、在建养老机构5处、
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2处、农村幸福院60
处、各类老年公寓32处，总床位5686张，平均
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29 . 5张。

机构养老：

让儿女少操心
12月12日11:30，寿光市榆园老年公寓餐

厅，80岁的丁加英坐在轮椅上等着就餐。“说
实话，在这里还是挺舒服的，上厕所有人扶，
外出散心有人用轮椅推着我，一日三餐变着花
样送到嘴边，这样的生活不比亲生子女照顾得
差。”丁加英说。

丁加英是退休教师，得过脑血栓，腿脚行
动不便，身边需要时刻有人照顾，然而子女们
有的务农脱不开身，有的在单位上班。最终子
女们经过商议，把她送到了榆园老年公寓。

起初丁加英有点不太适应，总感觉离开生
活了几十年的老家有些不踏实。现在一年多
了，她逐渐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儿女们各
忙各的，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在这里，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每月收费1100
元左右，不能自理的按照护理等级收费。

“儿女工作忙，没时间在家陪我们，我们
就想找年龄差不多的老人们聊聊天，替儿女们
分担些后顾之忧。”寿光市老年服务中心的78
岁李志洪说，每天三餐有人送，服务员一天送
两壶开水，饭菜可口，有病还有医生诊治，每
个人每月花1400元。

“养老中心是一个集休养、娱乐、医疗、
保健、康复于一体的养老机构，能容纳360
人，现在已经入住230人。”寿光市老年服务
中心负责人彭秀田说，中心设施齐全，能全面
满足老人的各项需求。

目前寿光105万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达
20 . 3万，占比19 . 2%，养老是个重大课题。

“按照以主城区为核心、小城市为链接、
中心社区为支撑、新型农村社区为单元的城镇

化发展体系，统筹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寿光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李延丰说。

在主城区，寿光初步建立起城南以市老年
服务中心、信望爱老人院为中心，城北以城
投·太阳城为中心，城东以榆园老年公寓为中
心，城中以“德如玉孝老城”医养结合项目为
中心的机构养老服务布局。在城区西部和东城
新区，寿光吸引社会资金3亿元，计划再建两
处高档次的养老服务机构，在主城区逐步构建
起东西南北中五位一体的机构养老服务网络，
满足城区及周边老年人的社会养老需求。

目前，寿光已完成机构养老投资额近3亿
元，筹划养老床位5000多张。

政府养老：

实现五保老人集中供养
12月12日，记者来到寿光市社会福利中

心。这个专门为农村五保户建设的社会福利中
心，院子里栽满花草树木，像个小公园。

中心里，餐饮室、阅览室、棋牌室、健身
室、洗浴室、理发室等一应俱全。每两名老人
一个标准间，每个房间都配备了床、衣橱、座
椅，电视机等，还专门安装了呼叫机，墙面、
地面、玻璃干净明亮。老人们有的在屋里看电
视，有的在阅览室看报纸，有的在棋牌室下
棋，有的在健身区锻炼，散步、荡秋千等。

“住得像宾馆，吃的是营养餐，生病有人
管，平常就是玩。”70岁的张金令说，自己每
天除了健身，就是和老友们在一起打打牌，下
下棋。

72岁的孙文喜说：“吃饭、穿衣、医疗都
不用自己操心。”

“农村五保老人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得
益于寿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寿光市
民政局副局长、社会福利中心主任王元治说。

2008年，为彻底改善农村五保等社会弱势
群体的居住生活条件，寿光投资1亿元，建成

了占地128亩、总床位1660个的社会福利中
心。该中心于2009年10月正式启用，目前寿光
全部农村五保老人实现了集中供养。

日间照料：

老人们有了玩的地方
圣城街世纪广场西邻，有一处名为美特康

的智能居家养老中心。该中心为居家老年人提
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
等养老服务。

12月13日下午，记者来到该中心时，60多
名老人正在进行够级比赛。“来这里玩的人，
大都是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的中老年人，年
龄在45岁到80岁。”美特康智能居家养老中心
工作人员孙秀艳告诉记者，这里所有娱乐项目
都是免费的，参加娱乐的老年人，大都离养老
中心较近。

65岁的李秋丽经常来这里玩。“我们老两
口以前除了购物、买菜，很少出门，在家里也
就是看看电视、喝喝茶打发时间，很少有别的
娱乐活动。自从小区附近设立了这处居家养老
中心，我和老伴经常来这里打乒乓球、跳交谊
舞，日子过得很充实。”李秋丽说。

美特康智能居家养老中心建筑面积750平
方米，有棋牌室、健身室、按摩室、水疗室、
乒乓球活动室等，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有不
同的活动。

该中心还有一个健康管理项目，一年收费
365元。目前，已有200余人加入了这个智能项
目。孙秀艳称，即使老年人没有参加收费项
目，也可以在这里免费唱歌、跳舞。

“我们给老人测量血压、血糖、尿常规等
项目，减少了老人去医院排队的麻烦，而且这
些数据都会长期保留在系统中，并每隔一个周
期形成一份健康报告。老人的子女即使不在身
边，也可以登录网站，随时了解父母的身体状
况。”孙秀艳说。

□石如宽
报道

榆园老年
公寓的工作人
员在为老人喂
饭。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社会福利中心院内，老人们在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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