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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的特别好，我今年71岁了，他们像

孩子对父母一样，照顾了我三年，我们每天都

会来这里坐坐，聊聊天，中午给我们做的饺

子、粉汤、碎面等，水果、奶茶啥都有。去年

我们还郊游了三次，今年6月份策划要去尖扎

的德吉村、昂拉等地。我身边的老人们特别羡

慕我，常跟我唠叨他们也想报名参加夕阳红

呢！”5月14日，在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正在绣鞋垫的徐秀英奶奶开心地说。

数据显示，同仁县现有 60周岁以上老年

人9655人，7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6314人，老

龄化特征显现。

养老服务，如何才能让老年人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围绕这个问题，同仁县

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从2016年6月建成至

今，一直在探索中发展，每一天都在提升对全

县老年人提供的日间照料服务，上门服务的

质量。

这种养老服务被许多人称为“没有围墙的

养老院”，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养老新选

择。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距今

已有三年服务时间，工作人员从一开始的13人
发展到了25人，其中助老员有19人，她们中有

留学博士、本科生和下岗职工。服务对象从一

开始的352位老人增加到了现在的750位，全

部为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覆盖全县19个村

镇。每个助老员至少要服务60多位老人。

“起初有些老人对我们拒绝，有些半信半

疑，经过半年的实际行动，老人们消除了对顾

虑，现在已十分信任了。”“进老人家推门就进

去，就像进自己家一样，老人们有什么需要帮

助的事情就会打电话，时间长了我们成了他们

的牵挂，助老员生病了，他们就会看望。”谈到

服务老人，几位助老员有说不完的话，无不透

露着她们对老人的牵挂和老人对她们的依赖。

“我们分片进行服务，每天至少要为四户

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做饭、打扫卫生、洗头洗

脚、按摩、陪老人们聊天散步，只要老人有需

求，我们都会想办法满足，老人们生病住院，

就去陪护。有时助老员自己掏钱给老人买水果

和生活用品，每每只带个馒头和一瓶水打发下

乡餐饭。在三年时间内只要我们一到村里，乡

亲们就迎上来。工作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我们

也很欣慰。”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站站长何有发谈到。

47岁的先吉有和 87岁回族老人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直到老人过世前，先吉有一直陪护

在老人身边。“老妈妈认我做干女儿，两家离

得近，我一有时间就去陪伴老妈妈，尽可能让

她的每一天过得很充实。”

这样的故事在 750 位老人和 19名助老员

身边已经悉数平常。说到感慨处，助老员们

也会潸然泪下。“他们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

有些老人实在可怜，在三年时间里，每天不

去看看老人还觉得少了些什么，已成为我们

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能缺少。站长因病做了

两个大手术，休息了两个星期，她就执意上

岗，在她的带领下，善意和爱心已在我们的

心里生根发芽了。”谈到老人，助老员张玉芳

几度感慨落泪。

何有发被大家亲切的称为阿妈羊毛，57岁
的何有发退休后挑起了这项深具社会责任感的

慈善事业的重任——开办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

老服务照料中心。招收的 19名助老员在她的

带动下，一起走过了最困难的时光，没有一个

人因为责任艰巨，工作苦累而掉队。阿妈羊毛

不仅敬老爱老助老，还收养了 30多名孤残儿

童，他们在阿妈羊毛的帮助下有了栖息之地，

她们亲切地称她阿妈羊毛。

“目前居家养老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助老员上门照料老人，另一种是在夕阳红居家

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

日间照料本不在我们的服务项目内，但是为了

能给老人们提供更多的服务，主动承担起了这

项任务。”副站长仁青东周谈到。

“孩子们各有各的工作，一天在外忙碌，

回家还得照顾小孩，没有时间陪我聊天，这里

都是同龄人，大家开开玩笑、做做手工，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离家近，傍晚和朋友结伴散步

回家，锻炼了身体还放松了心情，日子算是很

幸福了，你看我们多自在呀。”吴阿姨对现在

的生活很满意。说话间饭菜已端上，凉拌黄

瓜、西红柿、木耳等小菜一应俱全，今天天气

热，我们给老人们准备了凉面。十几位老人分

成两桌，享受他们丰盛的午餐。

饭后爷爷们比赛藏棋，奶奶拿起鞋垫和

剪纸，忙起了手工活儿。

居家养老服务不仅解决了老人的后顾之

忧，也解决了子女没有时间陪伴和护理老人

的问题，家人放心，老人安心。这种“把养

老院搬到家门口”的方式，让老人安心在家

养老，多了份归属感。

居家养老 有你更幸福
文图 / 本报记者 马文莉

助老员和老人聊天助老员和老人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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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河南县组团赴青海

大学参观考察，打造“校地合作”平台，

抢先占领人才强县高地，双方正式签

署科技人才培养交流框架协议。

代表团到校后，先后参观了农科

院、藏医学院、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

馆展室等教学场所，详细了解青海大

学在基础设施建设、教学投入、科学研

究、人才培养、生态治理、藏医学研究

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并就生态环境保

护、人才培养、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战略等内容与校方进行交流。

青海大学党委书记俞红贤表示，

双方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应多来往、多

交流，发挥双方优势，找准突破口，在

打造亮点、打造品牌方面互帮互助，找

到并实现双赢的路子。河南县县长阿

琼表示，“学校+地方”，找准合作点，在

关键领域实现新突破，在原有的合作

基础上，依托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在

生态保护、人才培养、草场治理、畜种

改良等方面持续加深加力。

校地合作
抢占人才高地

本报讯 近日，在埃克森美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益创女性的支

持下，河南县妇联组织当地50名妇女，

在河南县阿玫沃民族儿童用品有限公

司开展为期15天的传统蒙古服装缝纫

与现代蒙古服装设计培训班。

培训班聘请了蒙古服饰及制作工

艺旗级代表性传承人鄂尔德尼其木

格，通过在家门口举办技能培训，使更

多的牧区女性掌握传统服装与现代服

装的设计与缝纫技能，促进就业创收，

增加家庭增收，助力脱贫攻坚。

据悉，学习期满后每名学员将缝

制一件蒙古族服装作为毕业作品，并

举办一场学员作品秀，展示学习成果。

缝纫技能 巧手兴家

本报讯 近日，黄南州制定出台

《黄南州促进中藏医药事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到2025年，打造完成中藏医

药“一基地一窗口一中心”，使中藏医

疗在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各领

域得到全面协调发展。

黄南州是藏医药重要的发源地和

传播地之一。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中藏医药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

扎实推进健康黄南建设，《实施意见》

提出，到2020年，黄南全州所有乡镇卫

生院中藏医馆建成率达到100%，实现

中藏医诊疗设备齐全，每个乡镇卫生

院中藏医医师占本机构医师总数比例

达到 20%以上，所有中藏医馆均可提

供6类以上中藏医药技术方法，85%的

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藏医药诊疗服

务，中藏医药服务在卫生服务总量的

占比提高5%—10%；建立健全种植基

地初具规模、原料供应满足需求、创新

能力较强、产业链相对完整的现代中

藏医药产业体系，全州力争实现中藏

医药产值3亿元左右，年均增速20%左

右。努力将隆务河谷打造成“药王

谷”，将黄南打造成全国知名的藏医药

文化之乡。

今后，黄南州将从“依托医疗联合

体，完善中藏医药服务网络；依托优势

建基地，扩大药材种植规模；依托资源

搞研发，促进产业延伸；依托名医推藏

药，打造名院名科；依托标准提质量，

提升品牌影响；依托培训抓人才，强化

中藏医药继承与创新”六个方面形成

黄南州中藏医药事业特色发展模式，

全力推动黄南中藏医药事业在高质量

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发挥资源优势
全力打造“药王谷”

本报讯（记者 才仁措） 5月 15日，由州

卫生健康委、同仁县卫生健康局联合举办的

“5· 15国际家庭日暨康福家行动10周年”系

列主题宣传活动在同仁县保安镇举行。

活动传达了《关于表彰 2018年度全省无

偿献血先进集体的通报》，表彰了全州无偿献

血先进集体，奖励了 15名长期在基层从事护

理工作的优秀护士。与此，州、县卫健系统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全县医疗机构同时开展了以“红十字博爱

月”、国际护士节、家庭医生日、第24个国际

家庭日暨康福家行动10周年、防治碘缺乏日等

为主题的各类宣传，并为在场的群众进行测血

压、血糖等义诊服务，普及健康知识，提高群

众对健康素养的知晓率和呵护自身健康的意识。

由医护人员带来的文艺节目成为活动亮

点。92岁的高龄老人辛伟兰和81岁的邻居张春

花全神贯注地欣赏着精彩的舞蹈。张春花说

“我俩今天免费量了血压，领取了老年人中医保

健、鼠疫知识、传染病防治等宣传手册和生活

用品，在医生的讲解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也清楚了。这样的活动对我们而言特别好。”

年都乎乡卫生院院长张庆霞说，“乡镇卫生

院承担着农村的基本预防保健、公共卫生、健

康扶贫、重大公卫等工作，我们争取把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进门履约等各项医疗惠民政策落

到实处。每年开展老人、小孩、孕产妇、糖尿

病、高血压、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等十类重点

人群的每年每季定期随访和65岁老人健康体检

的上门服务，给予健康宣传，用药指导。通过

入户开展贫困户体检、和宣传健康教育等工

作，呵护群众的身体健康。”

据悉，同仁县家庭医生签约率达93%，建

档立卡贫困户双签约率达100%，医护人员履

约率达97%，各项医疗惠民项目切实解决了群

众看病难题，为群众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健康进保安 送医到农家

本报讯（通讯员李国章）一个是繁华的海

滨城市，一个是发展中的高原藏区，是什么把它

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今年初，黄南军分区

向天津警备区政治工作局发出“东西互助，聚力

扶贫”的倡议，请天津警备区共同参与黄南精准

扶贫，为同仁县曲库乎乡木合沙全村 187户村

民安装环保节能的太阳能热水器。

5月14日，天津警备区政治工作局王志强

一行及黄南军分区考察了解对口援建扶贫项目

情况。考察组来到帮扶的木合沙村，与村委会

与村民及贫困户代表进行交谈。该村扶贫第一

书记热却尼玛汇报了木合沙村基本情况和当前

驻村扶贫工作进展情况。面对广大藏族同胞期

盼的眼神，王志强深情地说到：“对木合沙村援

助的太阳能热水器资金已全部到位，下一步将

会尽快安装落实好，请大家放心。”

随后，考察组对木合沙村小学和部分贫困

户进行走访，了解他们学习、生活生产等情况，并

对邻村村民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使用情况进行实

地调研。最后考察组表示，将做好资助贫困学生

赴天津参观见学、组

织优秀退伍军人就业

等培训活动，力争把

扶贫工作办得更好。

东西互助 聚力扶贫

两 地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