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梦 高田
本报通讯员 鹿露 崔颖

东阿是一个只有40万人口的小县，
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就近七万人。空巢老
人持续增多，解决好养老问题迫在眉
睫。“东阿县探索了多种养老方式，经
济富裕的老人可选择入住医养结合老年
公寓；农村老人可在乡村幸福院自娱自
乐；孤寡老人则由政府托底养起来。”
东阿县委书记刘国强告诉记者，东阿正
在全面实现“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无忧无
虑度晚年”。

医养结合

乐享晚年生活

东阿民康养生园位于东阿县城南环
路，环境幽静。收费标准按照房间规格
不一分为每月1300元、1400元和1600元三
种类型，护理费则差别较大，半自理老
人收费从300到1300元不等，完全不能自
理的是1600元，特护则在2000元到2500元
之间。

该项目负责人刘军庆介绍，民康养
生园从2015年1月份开始试运营，到现在
已经入住了64位老人，养生园现在有两
百张床位。但是，民康养生园从运营到
现在平均每月亏损四五万元，刘军庆核
算了一下，只有入住率达到50％，也就
是达到一百位以上老人，养生园项目才
能实现盈利。

与其他民营老年公寓不同的是，民
康养生园依托东阿县民营医院民康医院
而建，民康医院的护士都要轮替在养生
园工作，照顾这里的老人吃药、测量血
压等。“仅仅是护士还不能到养生园来
工作，我们这里工作的护士都接受过专
门的护理员培训，取得了护理员证，持
有护理员证、护士证双证才能来养生园
照料老人。”刘军庆说。

据了解，我省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服
务设施予以一次性建设补贴，民康养
生园拥有200张床位，按照政策得到了
130万元建设补助。刘军庆说这笔补助
对于建设投资来说可谓杯水车薪。

索淑敏老人今年80岁了，入住民康
养生园不足一个月，对这里的养老条
件非常满意。老人的四个孩子都定居
在不同城市，十多年来老人一个人生

活在东阿。老人每月退休金近5000元，
并且身体硬朗，一个月1700元的入园费
用完全可以自己承担。记者发现，在
民康养生园居住的老人大多数是退休
职工，也有小部分是家庭条件较好、
儿女工作较忙的，则由儿女承担老人
居住的费用。

敬老院让困难老人

老有所养

东阿县现有公立中心敬老院6家，
拥有床位1600张，可容纳全县90％以上
的五保老人居住，安享晚年。

在陈集乡中心敬老院内，院内的
空地上不仅种植着绿化苗木，还种植了
蔬菜，陈集乡中心敬老院院长刘彬说，
在这里，身有余力且愿意劳动的老人可
以帮忙料理菜地，并按照规定支付给老
人们相应报酬。陈集乡中心敬老院覆盖

了周边4个乡镇，有“五保”供养对象238
人。冬季已经来临，敬老院早早地供上
了暖气，75岁的赵桂兰老人说，“在这里
一日三餐不用操心，洗澡方便，能打牌
健身，还有卫生院的大夫坐诊，比在村
里舒心多了。”

据了解，东阿县现有“五保”老人
1500多人，目前集中供养了1100多人，
供养率达到了73％。目前，全县6家中
心敬老院全部实现了冬季供暖，铜城
中心敬老院还在全省率先安装了地源
热泵中央空调，6家中心敬老院全部被
评为“全国三星级敬老院”。随着敬
老院建设条件逐渐改善，敬老院也吸
引了农村的老人前来过冬。刘彬告诉
记者，政府也鼓励中心敬老院进行社
会代养，今年入冬后，就有三位老人
入住了敬老院。“这三位老人都有儿
有女，但是农村没有供暖条件，来我
们这里每人每月一千块钱，干净暖和
还放心。”刘彬说。

日间照料中心

温暖空巢老人

日间照料中心是东阿县积极探索构
建多元化、多形式养老服务的一种模式，
在东阿县城区、乡村，目前都建立了日间
照料中心，以解决农村老人和城区老人的
养老难问题。

东阿县姚寨镇黄圈村的十几位老人
白天在村里的日间照料中心生活，晚上
则回家休息。85岁的刘善莫老人儿女都
在外打工，平时一个人生活。自从村里
建了日间照料中心后，刘善莫每天在家
吃完早饭就来到这里，和其他一同在这
里享受照料的老人聊天、打牌。中午有
专门做饭的村干部给做好饭菜，老人们
饭后可以在休息室睡午觉，晚上则各回
各家休息。

“黄圈村80岁以上的老人有11人，儿
女在外打工，老人独居，自己凑合吃饭。建
立日间照料中心后，村干部轮流值班给老
人做顿午饭，白天组织老人在日间照料中
心打牌、下棋，老人生病还可以联系卫生
室。”黄圈村党支部书记唐忠庆说。

东阿县在日间照料中心建设过程中，
优先选择村集体经济条件较好、人口较多
且有闲置房屋的村庄推进。2014年，全县
已建成17处农村日间照料中心，也被人们
称作农村幸福院。2015年，全县又新建农
村幸福院23处，年底前将全部建成。

不仅是在农村，东阿县城区也建立
了日间照料中心，与农村幸福院不同的
是，城区日间照料中心更像是老年人活
动中心。新城街道曹植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不仅有棋牌室，还有书画室、图书阅
览室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宾告诉记
者，曹植社区辖区有13000人，辖区内有
一所小学，很多老人早上送孩子上学
后，直接来到日间照料中心看书、画
画、打牌，等到中午放学接孩子回家，
免去了老人们的来回奔波之苦。

刘国强表示，“面对高龄、空巢老
人持续增多的现状，东阿根据自身实
际，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采取多种形
式探索适合不同条件老人的养老模式，
既让每一位老人老有所养快乐生活，又
让社会各方承担得起，不断探索新形势
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各种解决方案，
让每一位老人在养老路上不掉队。”

东阿探索多种养老模式，全力实现农村养老全覆盖———

让每位老人无忧度晚年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孙景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记者今天从青岛市崂山区获悉，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同

意在青岛崂山区设立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这是我省首个
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10月，崂山区共申请发明专利3959件，同比增长
55 .7%，占全区专利申请总量的57 .08%；授权发明专利959件，同比增长59 .6%。发明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全省前列。其中申请PCT国际专利151件，居全省首位。
截至10月，全区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91 .5件，位居全省首位。

此次试验区获批，将推动区域构建完整的知识产权服务链条，加快知识
产权与产业、科技和经济的深入融合，发挥知识产权服务对科技创新、经济
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创新创业。下一步，崂山区将
通过建设高端服务资源汇聚区、成果转化区、金融服务区和人才基地等“四
个载体”，打造创造中心、运营中心、争端解决中心和培训中心等“四个中
心”，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政策保障机制、多元化投资机制、行业监管机
制等“四项机制”，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要素的聚集融合发展，确立和巩固知
识产权服务业在区域经济中的支撑作用，使崂山区成为立足青岛、服务山
东、辐射中韩自贸区的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

□吴增亮 报道
本报莱芜讯 为树立典型、激励先进，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促进

全区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莱芜市钢城区从全区规模最大、效益最好、
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企业家中评选出8位产业领军人才。通过评选“产业大
王”，进一步创新企业理念、提升企业境界、助推企业发展，形成了“互
看互学、比追赶超、共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8名“产业大王”统一纳入区委组织部人才管理库，每5年一个管理期，管
理期间享受七项待遇：1、每年到北京301医院免费体检1次；2、每月发放1000
元政府津贴；3、列席区有关重要会议；4、区委、区政府文件发送到“产业大
王”手中；5、免费为“产业大王”订阅党报党刊；6、开通“人才通道”，“产业大
王”可以直接向区委书记、区长汇报工作；7、应“产业大王”要求，可派驻区级
工作人员到所在企业帮助开展工作。

崂山成我省首个国家知识产权
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

钢城区评选8名“产业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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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田 报道
近日，东阿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来到陈集乡中心敬老院给老人们进行健康查

体。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姜俏俏 报道
本报乳山讯 日前，乳山市马石山烈士陵园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942年11月，日军对马石山抗日根据地合围，为了掩护群众突围，人

民子弟兵同敌人浴血奋战，解救群众数千人，成为拥军爱民典型案例。
1971年，乳山市始建烈士陵园，修建烈士纪念堂，1972年修建抗日烈士纪
念塔。去年，马石山烈士陵园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马石山十勇士与狼牙山五壮士等一起被列为中国五大著名抗日英雄群体。
近年来，乳山市又投入5000多万元对马石山烈士陵园进行修缮改陈，形成
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乳山革命纪念馆和宣传教育中心“两馆一中心”的
教育载体，采用现代化设计和科技手段陈列展示历史及革命人物事迹。

瞄准红色文化资源优势，乳山市正在积极做好以马石山为核心的红色
旅游规划，将总结提炼“马石山十勇士”精神，充分整合胶东育儿所遗
址、胶东兵工厂遗址、北海银行制版印钞厂遗址、新华制药厂遗址等红色
文化资源，打造新型红色文化旅游景区。

马石山烈士陵园
成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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