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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 媛 宋 弢
本报通讯员 宋培廷

饭菜好吃还不贵

2018年12月16日，记者来到青岛市市北区
延安路街道明霞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看到很
多老人在棋牌室下棋，天气寒冷没法出去锻炼
的老人就在中心运动室活动活动，住在该社区
的原金铭老人照例每周过来量一次血压。“你
看我们这环境多好，全都是新的，过两天助老
食堂也开了就更好了，大冷天我就不用再买菜
做饭了。”原大爷一脸期盼地说。

同一时间，在市北区海琴社区玉波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助老大食堂，中午的饭菜已经做
好，白菜炖粉条、冬瓜海米、辣椒炒肉……很
是丰盛，很多老年人正在排队打饭。

“为了更好地服务老人，解决老年人吃饭
难的问题，我们在海琴社区成立助老大食堂。
你看在我们这，老人吃一荤一素也就6元钱，
两荤一素也就10元钱，而且我们不仅价格优
惠，饭菜质量也都严格把关，可以让老人吃得
放心。”助老食堂负责人夏玉波介绍。

而在西海岸新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的社区
助老大食堂，60岁以上老人仅需10元即可享受
一荤两素一汤一主食的营养搭配膳食。此外，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及抚养人
的“三无”老人还可免费用餐。

新建20处示范助老食堂

目前，青岛已建成420多个，遍布全市的
大小社区，较好地满足了老年人特别是生活不
能自理、孤寡、独居、空巢等老年群体就餐送
餐服务需求。

2018年，青岛市政府又将“建设社区养老
服务场所20处”列入了市办实事项目，确定每
区（市）再新建2处示范性社区助老食堂，每
建成一处市财政给予10万元奖补。在此基础
上，青岛市各区（市）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补
贴政策，对社区便民食堂每处给予8万元－11
万元建设和运营补贴，并对老人就餐给予优
惠，困难老年人每餐只需自付2元－4元，其余
由各级政府买单。

青岛市民政局介绍，新建20处示范性社区
助老食堂的市办实事已经完成，已于2018年10
月底前投入运营，带动全市新建社区食堂60
处，为老年人尤其是空巢、独居、行动困难的
老年人提供营养可口、价格实惠的餐饮，每处
社区助老食堂日均服务老年人60人左右。

此外，青岛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还联合下
发了《关于社区助老食堂建设有关事项的通
知》，进一步明确了各区（市）社区助老食堂
功能定位、目标任务、运营管理、服务标准和
扶持政策等。

其中提出，社区助老食堂可由各级政府或
社区（村）居委会建设，也可由社会力量投资
建设，鼓励餐饮企业和养老机构申请开设社区
助老食堂。社区助老食堂应有明确的运营主
体，运营主体应为具有餐饮经营资质的社会组
织或企业；鼓励以区（市）为单位，采取集中
配餐、中央厨房等方式，对社区助老食堂实施
规模化、连锁化、标准化运营，以保证食品安
全、降低运营成本。鼓励爱心企业捐资赞助开
办冠名社区助老食堂。

助老食堂成民心工程

让老人花几元钱就能吃上营养餐，看似花
费不多不难实现，但对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青
岛来说实属不易。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青岛市60岁以上
老年人口178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2%。其中，
社区居家养老是97%以上老年人的首选。为
此，青岛市把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重中
之重，连续8年将养老服务列入市办实事项
目，以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精神
慰藉和短期托养五大功能为重点，建立起了覆
盖全市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目前，青岛市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322
个、农村幸福院876个、养老互助点2110个，
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和备案的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组织分别为183个、860个。青岛市财政

对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含
农村幸福院），每年给予最高15万元的运营补
助，对各类“养老互助点”，给予每处每月
200元运营补助。

下一步，青岛市计划采取购置、租赁、利
用国有闲置资源等多种方式，进一步解决好助
老食堂、照料中心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不
足问题。同时，推广社区迷你超市和电商社区
服务站，支持社会组织、家政、物业和企业等
机构跨区域、规模化、连锁化、品牌化经营，
为老年人购物和预约服务提供便利，更好地满
足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

满足社区老人用餐需求

助老食堂让老人享受家一样的温暖

□ 本报记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慕晓彤

“社区一下子多了不少人才资源，社区群
众工作顺畅了不少。”1月4日 ,青岛市李沧区
李村街道大崂路社区党委副书记栾爱军说，这
些老同志们不计报酬、义务奉献，在社区人手
紧张、事务繁忙的情况下，帮了大忙，“离退
休老干部们会定期提供居民需求清单，居民
‘点单’，我们‘上菜’。”

李沧区创新探索离退休干部到居住地联系
报到制度，由原单位组织离退休干部到所居住
社区开展联系报到，帮助社区进一步挖掘社区

人才资源，将有特长、有余力、有热心的老干
部、老党员动员起来，成为社区帮扶救助、文
化宣传、治安巡逻、保护环境、文史宣讲中的
骨干力量。

在大崂路社区，在社区报到的老干部们已
经形成定期走访社区居民的机制。通过走访，
将社区居民的心声和需求收集起来，在社区每
周的工作例会上反映居民的诉求。

“为老百姓服务哪儿有退休一说，我虽然
快70岁了但身体硬朗得很，只要社区有需要就
会积极参与进来，社区的事就是我自己的
事。”虽然退休了，大崂路社区退休干部李春
增依然没有闲下来，爱管“闲事”的他，如今

有着社区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协会会长、志愿
服务队长多重身份。楼下的路不平需要修理、
楼道垃圾堆积物业处理不及时、马上到冬天了
有些居民反映加装保温层……李春增成了居民
的传声筒和扩音器，他也从中找回了党员的归
属感和责任感。

除了深入基层了解群众诉求，有威望、有
想法的老干部们还成为服务群众的生力军。了
解到李村街道玉一社区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情
况，离退休老干部冯连华牵头成立了玉一社区
辅导课堂，从李沧区老年大学书法、绘画专业
邀请了优秀学员，组建了19人的志愿者服务
队，并根据每个队员的特长作了详细分工，每

周六下午为固定授课日，放弃做家务、牺牲了
照顾孙子外孙的时间，义务为孩子们上课。

李沧区有离退休干部2792人，如何将老干
部们拧成一股绳，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成
为李沧区老干部局工作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
为此，李沧区搭建平台激发老干部热情，促使
老干部与居民、社区形成良性互动，下一步，
李沧区将持续深化以“优先服务、优先保障，
树立正面形象、弘扬正能量”为内容的“双优
双正”活动，通过组织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激励、志愿服务活动激励、组织关怀等方式，
进一步激发离退休老干部服务群众的积极性，
培养一支传递正能量的基层离退休干部队伍。

拧成一股绳 传递正能量

李沧区离退休干部义务奉献服务社区

□ 本报记者 张晓帆 宋 弢
本报通讯员 刘亚男

留住乡村记忆

1月6日，在花饽饽历史悠久的莱西市水集
街道办事处，诞生了胶东第一家花饽饽文化博
物馆。胶东花饽饽文化博物馆占地1000余平方
米，珍藏实物368件，有不同时期小麦种植的
生产工具、馒头制作工具，还有花饽饽文化的
历史资料。

记者看到，馆内还有不同风格的面塑作品
50余件，花样繁多，蕴涵丰富，美轮美奂，是
研究历史、考古、民俗、雕塑、美学不可忽视
的资科。通过实物展示、场景再现、图片文字
说明等，让当代人重拾尘封的记忆和感情，更
好地了解乡村记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花饽饽与百姓的衣食住行相关联，与民众
的生活习俗、民间信仰、审美情趣相依附，并
且它能够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出社会的民
生、民情。这些凝固的艺术，依托融入精神性
的灵魂来支撑，为现代人建了一个留守地，留
住了过去的老味道。”莱西市水集街道党工委
书记李春雷说，“揉出好日子，捏出新生活，
蒸出幸福味”的花饽饽，成为世世代代胶东人
的记忆，花饽饽文化博物馆将对面塑艺术文化
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梳理历史文化脉络。

花饽饽亦称“花馍”“面塑”“民间面
花”。在山东胶东一带，无论是逢年过节，还
是人生中经历的满月、百岁、婚礼、寿礼、葬
礼等礼仪上，造型各异、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的“大花饽饽”，便会在各家各户飘然而至，
在悠久的中国美食历史文化中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

“活”着的博物馆

非遗保护需要政府主导，非遗发展更需要
群众土壤。在非遗保护的同时，思考如何让非
遗活起来的问题，才能让其真正具有生命力。

在胶东花饽饽文化博物馆这家“活”着的
博物馆里，记者看到，不仅石碾、石磨、石臼
等农具可以现场操作使用，而且馒头的各种制
作模具也是应有尽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在馆
内的教学体验区学习，从和面、揉面到塑型，

孩子们乐此不疲，尤其是对各种花鸟草虫、飞
禽走兽十分着迷。

博物馆极强的体验性为“亲子游”打下
基础。“这几天我们接待了很多家庭，上午
大人带孩子学做花饽饽，蒸熟的馒头可以现
吃，也可以带走，小朋友可开心了！”投资
兴建博物馆的青岛喜我我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迟金燕介绍，让非遗生活化，首先要让更
多的人对非遗有概念、有认识，“非遗如何
能有内生的延续力？最根本的就是与当下老
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非遗。只有当年轻人了解非遗、热爱非
遗、传承非遗，非遗才能不断蓄势，爆发出更
强劲的生命力。”

迟金燕介绍，下一步公司将与青岛大学、
鲁东大学、山东省烹饪协会等单位的专家、教
授建立合作，成立花饽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
健康养生研究中心，深入挖掘花饽饽背后的文

化内涵，为千家万户提供舌尖上美味的“艺术
品”。同时，成立花饽饽花样创意研究中心，
培训更多的妇女，教会更多的孩子，让花饽饽
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民间艺人的大舞台

开馆当天，花饽饽文化博物馆邀请了平
度、莱州、文登等地的艺人齐聚一堂，亲手做
出荷花、蝴蝶、龙、凤等各种花饽饽的造型。
“虎虎生威”“鸳鸯戏水”“龙凤呈祥”“吉
祥如意”……每一个花饽饽的背后，都是一个
动人的故事。

据了解，在胶东民间，花饽饽艺术“大
师”人才辈出，迟金燕就是其中一位痴迷者。
迟金燕的梦想，源自于儿时对姥姥的“崇
拜”。她记忆中的姥姥是一位心灵手巧的慈祥
老人，做出来的花饽饽那真是四里八乡出了名

的，曾经是祭海节、山会、庙会等盛会中祭品
的“特供”。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姥姥做出来
解馋的“花饽饽”，她都舍不得吃，她被那五
颜六色、千姿百态的花色所吸引，每次都珍藏
到发霉，并萌生出做“花饽饽”的梦想。

2016年，迟金燕毅然离开了待遇丰厚得心
应手的建筑行业，通过考察青岛、威海、烟台
等地的民间作坊和加工企业，取众家之长，注
册了“喜我我”品牌，正式开起了自己的生产
车间，迈出了经营的第一步。2018年她又投资
打造了胶东首家以花饽饽为主题的文化博物
馆。

随着人们对健康和文化的更高要求，迟金
燕与高校的专家教授一道研究改进了花饽饽的
用料和配方，在原料、工艺和创意上都做了创
新。在这儿，喜我我创意团队可以为客人完成
“私人定制”，“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
出的花样”。

胶东首家花饽饽文化博物馆开馆纳客

“留住过去的老味道”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在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日前公

示的1100项2019年度资助项目立项名单中，由青岛
演艺集团青岛市话剧院创排的大型原创话剧《家有
遗产》入选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话剧《家有遗产》改编自青岛本土作家连谏的
同名小说，特邀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王晓鹰担任总
导演。故事讲述了郑家老爷子突然去世后掀起的一
场遗产风暴，现代社会的世风和人情冷暖尽现其
中。该剧地域特色浓郁，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
尖锐，情感张力十足，演绎了普通百姓崇尚坚守的
“忠厚传家久”的中华传统家庭美德，通过了观众
和专家的双重检验。

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
资助项目共立项124项，其中有包括《家有遗产》
在内的12部大型话剧作品入选。同时，《家有遗
产》还入选了青岛市精品创作剧目扶持项目。

据悉，《家有遗产》将应国家大剧院之邀，作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剧目，于2月份晋京
展演，亮相国家大剧院。

原创话剧《家有遗产》
获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

□记者 张忠德 通讯员 王康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月3日，青岛西海岸新区泊里镇

召开深入开展“三进三优平安泊里”活动动员大
会。

泊里镇在2018年上半年集中开展了“进村居、
进企业、进现场”三进活动，至春节前后一段时
间，该镇将继续深入开展“三进三优平安泊里”活
动。本次活动主要以“进百村访万户、现场开展大
调研”为切入点，以“密切联系党员群众、访贫问
苦送温暖”为着力点，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工作导
向，以提升新型党群干群关系为根本点，以“打造
平安和谐新港城”为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重点聚焦进企业优服务、进家庭优民生、进现场优
成效三个方面开展相关工作。

通过活动的开展，泊里镇将全面优化提升企业
服务保障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以及新港城快
速发展的新成果。

泊里镇启动
“三进三优平安泊里”活动

□张晓帆 报道
花饽饽文化博物

馆花样繁多的花饽饽
吸引了市民的目光。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侯林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青岛能源集团近日举行胶州湾海

底天然气管线工程建设推进会，标志着青岛市首条
海底天然气管线项目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该总投资约14 . 5亿元，项目起点为中石化胶州
张应镇分输站，途经胶州市、红岛经济区，从女姑
口大桥西入海，沿胶州湾海底向南至大唐青岛天然
气热电联产项目区域，管线全长约72公里（其中陆
地段约60公里，海底段约12公里）。该项目涉及海
底管线施工、陆地管网建设、土壤修复和贯穿铁路
等重点环节，将配合大唐、华电天然气热电联产项
目同步建设并及时投入运行。

项目投产运行后，将在满足大唐、华电等天然
气热电联产项目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提高青岛市居
民及工商业户的用气安全保障，每年可节约燃煤
100余万吨，为改善青岛市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
活质量、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发
挥重大作用。

青岛首条海底天然气
管线项目建设启动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王兴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近日，崂山区在全省率先为97家

一体化卫生室免费配备药品阴凉柜和冰箱，每个社
区卫生室设有专门阴凉区，确保药品储存符合规定
温度要求和质量安全有效。

据悉，崂山区卫计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部分
基层医疗机构药品储存温湿度不达标，影响药品质
量安全。2018年，崂山区财政投入53 . 64万元，为全
区一体化卫生室免费配备97台药品阴凉柜和97台冰
箱，对储存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储
存（阴凉温度不高于20℃，冷藏温度为2-10℃）。
同时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卫生室药品质量管理规范
和规章制度的培训学习，强化药品使用主体意识、
守法意识和质量意识，将药品储存陈列条件是否符
合规定温度要求作为医疗质量考核的重要内容，做
到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切实保障社区
群众用药安全。

崂山区为卫生室免费
配备药品储备温控设备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王彬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李沧区特教学校室内外装饰

装修已完成，目前正在办理竣工验收交付工作。该
校用地面积约为566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996平方
米，规划为9班制学校，可容纳54名学生。

学校建设有教学楼、塔楼、门卫室，操场底部
设有供学生教职工用的餐厅厨房及风雨操场等。在
教学楼内，不仅有窗明几净的教室，还有卫生保健
室、心理疏导个训室、体育康复训练室等利于孩子
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功能性教室，为孩子们的生活
增添更多色彩。

由于该学校在校生的特殊性，为保障学生在园
区内的活动安全，校内交通规划以步行为主，景观
大道两侧设置人行道并保留现有古树；室外区域设
置种植角、沙池、操场等供学生接近自然、互动交
流、竞技运动的区域，最大程度满足爱玩爱动的天
性。此外，学校还在无障碍通道、建筑入口、电
梯、残疾人厕所等无障碍设施位置及走向处，均设
置无障碍标志牌，无障碍卫生间内设置紧急呼救装
置；同时为了孩子们的健康理疗，学校专门设置了
单独的水疗室。

李沧区特教学校
项目完工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1月4日中午，年逾七旬的李嘉宏、赵文华
夫妇从居住的弘信山庄小区出发，冒着小雪，
步行七八分钟，来到青岛市市南区金门路街道
逍遥社区助老食堂，买了豆腐条炒芹菜、炝土
豆丝等一荤两素，一碗米饭、一块馒头，还有
两个准备当晚饭的萝卜肉馅包子，花了不到20
元。“这儿的饭菜清淡可口，吃起来香喷喷
的。”李嘉宏老人说：“孩子们工作忙，我们
老两口步行几分钟，中午到这儿吃饭很方
便。”

助老食堂工作人员吴修泉介绍，食堂于
2018年10月17日开业，每周周一至周六，为辖
区老年居民提供专业化午餐服务，每天10多个
菜品供老年人自由选择，饭菜都是专门为老人
口味定制的，少油少盐，营养健康，软糯可
口，深受老年人欢迎。到目前，已办出就餐卡
700多张，每天有100多名老人来就餐。

助老食堂门口张贴着一封感谢信，逄建
国、郭翠英等34位居民在信中说：“食堂不仅
为社区老年人提供适合老年人物美价廉、美味
可口的健康饭食，更是解决了老年人因子女午
间无法为老年人做饭、吃饭难的问题，为社区
老年人办了一件暖人心的大好事儿，体现出党
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怀。”

市南区委区政府把推进社会化配餐作为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切入点，通过政府无偿提供
场地、社会组织运作、居民监督的模式开办助
老大食堂，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优惠的午餐。目
前全区已投入运营社区助老食堂17处，午餐服
务覆盖每个街道，1500余名老人享受便捷的助
餐服务。

市南区将继续加大社区食堂的建设力度，
以打造社区养老综合体的方式，推进居家、社
区、机构养老服务融合，为老年人提供助餐、
居家护理、医疗照护、文化娱乐等多功能的服
务，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需求。

青岛市市南区建成助老食堂17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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