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晚晴
审稿：谢恩桂 责编：贺小毛 版式：严立 总检：魏谦 2020年11月21日 星期六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谁来守护你？谁来照
顾你？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养老问
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记者近日在我国
多个地区通过实地走访，探寻各地养老产业的
新模式，解锁守护“夕阳红”的幸福密码。

大数据帮忙

老年生活有“里”也有“面”

深秋时节，走进辽宁抚顺东华园社区，
养老中心笑声阵阵。

午后，91岁的安业兴来到慧明居家养老
中心，和居民们一起排演节目。“社区最近要
办一台晚会，我负责给大伙指导排练。”在等
待居民“演员”们到来的间隙，安业兴和记者
拉起了家常。安业兴和儿子两人一起生活，
由于儿子经常在外工作，如何解决饮食起居
成为困扰父子俩的难题。

2019年9月，抚顺市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在社区建设了居家养老中心。一年多
来，这个功能齐全的养老中心，解决了社区
里像安业兴这样的众多老人的后顾之忧。

老人们一日三餐可以在养老中心的老
年食堂解决，每餐饭都可以获得政府一定数
额的补贴；养老中心还开设了平价超市，米
面粮油低价供应，老年人可以通过电话或网
络下单，有人送货上门；提供免费体检、理
疗、棋牌室等服务；配备智能手环，通过大数
据平台监测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并提供“一键
式”救护……

“自从有了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我
没事就来这里，和邻居们打打牌、唱唱歌，一
日三餐也不发愁了，儿子放心，我也安心！”
安业兴笑着说。

辽宁慧明康复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晓星表示，他们借助物联网和人工智能
技术建设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可以借助大
数据实现对老年人看护和照料；通过建立和

管理老年人的动态健康电子档案，与当地
120急救平台合作，做到急救前移。

据了解，抚顺市是人口老龄化矛盾较为
突出的城市，60 岁以上老年人比重约为
28%，当地正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运
作等方式，依托居家养老中心建设，让老年
人的生活“有里也有面”。

康复辅具助力

给老人和子女“减负”

“我母亲以前总觉得自己拖累子女，不
大说话，也没见过她笑。自从用上了护理床，
很多问题她自己能解决，不仅爱说话了，连
身体状况都好多了，我也轻松了不少。”家住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丽华二村的吴小如，为
节省护理费用，以往每天要抱着 92 岁的母
亲起身、洗浴、如厕，特别是夜里，自己腰酸
背痛入睡困难，还要随时照顾母亲。

去年，吴小如看到康复器具租赁宣传
后，到常州市福利院办理了登记适配。没几
天，工作人员就将一张免费的手摇护理床和
防褥疮床垫送到家中。换床后，母亲褥疮症
状得到了改善，吴小如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依照常州市有关政策，70周岁以上老年
人可以享受最高600元补贴，贫困残疾人和
低保等困难群众可给予全额补贴。一张护理
床月租150元，全市70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使
用4个月，之后可根据使用情况继续租赁或
购买。购买了护理床的家庭可以随时折旧将
产品再卖给租赁站点。目前，全市已服务老
人2640人，累计提供康复辅具数量6017件。

为老人及子女减负的同时，常州康复辅
助器具行业也得到发展，目前，全市共有规
模生产企业78家，生产产品约4000种。

“常州市区已有近200个社区可以实现
家门口申请康复辅具。”常州市民政局局长
王莉表示，“康复辅具成为残疾人、老年人提

高生活质量的重要载体。”

能力评估

为失能老人救助“添柴”

“阿姨，您能自己活动吗？能自己穿衣、
穿鞋吗？”32岁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赵叶群
来到北京市石景山区赵山社区，为龚道珍家
老人做综合能力评估。评估结果将为老人申
请政府提供的失能补贴及购、租康复器具补
贴等提供依据。

赵叶群从去年开始成为一名老年人能
力评估师，除了通过网络及电话等进行预审
核外，他还要入户评估，与失能老人及家属
面对面沟通。“我们要对老年人从感知觉与
沟通能力、自理和活动能力、认知能力和精
神状态等 3 方面进行评估。”赵叶群拿着平
板电脑，通过老人反馈的肢体动作进行测
评，整套评估大约需要20分钟。

民政部新修订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规定，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
老年人的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
果确定照料护理等级。

不久前，赵叶群为石景山区模式口北里
社区的92岁老人纪云贤进行了评估。老人家
属根据他出具的评估结果告知书，向民政部
门申请到了失能补贴。赵叶群所在公司去年
至今已累计为600多位老人进行了能力评估，
他认为，随着老年人能力评估成为“刚需”，将
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这项工作中。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表示，
据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
破3亿，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
化。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1447.3万老年
人纳入城乡低保，3500多万老年人享受了不
同类型的老年福利补贴。到2022年底前，我
国将培养培训1万名养老院院长、10万名专
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

明天我们怎样养老？
——各地养老新模式观察

新华社记者 孙仁斌 白涌泉 邓华宁 邰思聪

“李爷爷，为什么你年轻时候的照
片都是灰白色的，和现在的不一样呢？”
在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桥东社区依云
湾小区，9岁的董惠妍看着眼前泛黄的
老照片不解地问。82岁的老人李世品不
久前被桥东社区评为“勤俭节约道德模
范”，成了居民们学习的榜样。

“孩子，过去日子苦，彩色照片对我
们来说是奢侈品，所以都拍灰白照片。
现在日子好了，彩色照片随便拍。”李世
品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拿出他的

“传家宝”——一摞厚厚的账本。
“这是26年来所有家庭花销的账

目，从1994年到现在，一年一本，一天
不差。”老人拿出的账本，在茶几上足
足摞了一米高。“你看，1994 年，一对
电池一块钱，一管鞋油一块钱……”翻
开纸页已泛黄的旧账本，李世品细数着一笔笔账目，小
到柴米油盐，大到家用电器，全都记录在册。26年间，
李世品坚持记录家庭开支，只为合理消费，勤俭持家。

“宁买不值，不买吃食。”谈及开始记账的初衷，李
世品最先想到的是小时候母亲教导他的这句话。“日常
生活中需要的大件物品，虽然昂贵，但作为生活必需
品，一家人省吃俭用也要攒钱买。”李世品说，但主食以
外的零嘴儿，不能支出太多。而粮食，绝不能浪费。

从1956年参加工作到退休，李世品一直在衡水市
桃城区粮食局工作。和粮食打了一辈子交道，老人对节
俭的理解更加深刻。“刚参加工作时，我负责组织村民
去货场卸粮食。其中几个麻袋破了，粮食散落在铁道
上，很多村民顶着烈日一粒粒地捡起收好。”李世品说，
浪费粮食对国家来说是损失。从那时起，他就意识到了
节俭的重要性。

20世纪70年代，夫妻二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才50
元，当时他们已经有3个孩子，此后，勤俭节约更成了
全家人的共识。“每个月的所有开支，我会分成十几类，
有肉、菜、副食、粮油、生活用品、液化气等。月末回顾
时，如果肉类支出超出预算，下个月就会控制一下。”李
世品说，我记账不是爱“算计”，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是点滴生活的写照，更折
射出时代的变迁。李世品的工资，从 1994 年每月 386
元，到如今退休金每月4485元；婚丧嫁娶礼金，从20世
纪90年代几元钱，到如今数百甚至上千元……“国家
发展日新月异，大家更爱追求美好事物，但我认为，无
论什么时候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都不能丢。”

现在，虽然生活条件好了，但李世品依然坚守着节
俭的习惯：一条毛巾用了四五年，几乎能透过光亮；两
件老家具用了几十年，即使搬进新家也舍不得换；每日
三餐，家常便饭，从不多买食材，更不浪费一粒粮食。

如今，李世品的3个孩子早已成家立业，通过父亲
的言传身教，他们也继承了节俭的好家风。老人的儿子
李振宏告诉记者，一本本泛黄的老账本是李世品的“传
家宝”，更是他教育后代的“活教材”。勤俭节约、合理消
费是老人留给他们的“财富”，他们会一直传承下去。言
语之间，充满了对父亲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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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洞庭湖平原上稻浪滚滚。湖
南省岳阳市湘阴县鹤龙湖镇南洲村的李昌
浩每天早上起来就先去田里看看，他对今年
的水稻长势很满意：“品质很好，产量也能上
一个台阶，估计亩产可以超过800斤。”

李昌浩是远近闻名的“米王”，种了 54
年田，执着于种出绿色、可口的大米，几乎一
天到晚都在田里。有乡邻评价他“一根筋”：
别人耕田耕两遍，他一定要耕四遍；别人施
化肥，成本低，见效快，他坚持沤农家肥，成
本翻两倍，还一身大粪味；别人撒除草剂，田
里干干净净，他非要人工拔草，草拔了没多
久又开始长，田里生物多样性比别人好，有
青蛙、泥鳅出没。

到收割时，别人家施化肥种出的水稻能
亩产1000斤，他家只有700多斤。李昌浩不
在意，“民以食为天，吃得饱，还要吃得安全
健康。”

2016 年，湖南省举行首届“米王争霸

赛”，女儿替他报了名，又打了一个多小时电
话，说服他背了一袋米去参赛。他提早3个
小时到了赛场，看别人穿得光鲜，还有政府
干部带队，只有他是一个老农单独参赛。他
蹲在会场旁，用自带的酒精炉煮了一小锅
饭，准备配着辣椒酱吃了早饭就坐车回家。
饭香四溢，同来参赛的人闻香而来，吃了几
口，扯住他，“你别走，你这个肯定拿冠军！”

经过相关指标检测、100多名评委品尝
和“盲选”，这位肤色黝黑、穿着土气、背着一
个编织袋的老农民举起奖杯，成了湖南首届

“米王”。
随着光阴流逝，“米王”的荣誉渐渐淡

去，但李昌浩还是特别珍惜“米王”这两个
字。“米王”年龄增大，两个女儿不放心他，去
年好几次要接他进城住。两个女儿劝他：

“您马上就70岁了，别折腾了。”他拒绝了，
“种了一辈子田，不舍得离开，自己的饭碗要
装自家的米。”

今年，为了更精心打理，他把种田规模
减少到3亩。今年2月，当地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形势还比较严峻时，他便早早为今年的
粮食生产做准备，每天都戴着口罩，赶制农
家肥。3月，当地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他
赶紧犁田，又去买来石灰撒到田里，用来中
和土壤的酸性。

浸种那段时间，他晚上都睡不好，半夜
起来两三次，查看种子发芽情况。白天，又
在田里撒米糠、茶枯、豆粕等天然肥料，坚决
不用化肥，不打除草药。春光灿烂的时候，
种子刚播下去，一群群鸟飞到“米王”的田
里，他怕种子被吃掉，连着去守了 10 多天，
把鸟驱赶走。他既烦恼又自豪，“没办法，我
田里没打农药、没撒化肥，田里螺蛳、鱼虾
多，小鸟喜欢来。”

今年汛期，洞庭湖平原上高温和暴雨叠
加。暴雨一停，他就赶到田里，把多余的水
排出去，并查看病虫害、杂草的发展情况，精
心呵护着自家水稻。“种田不容易啊，粒粒皆
辛苦，但是黎民百姓的‘一粥一饭’，就是这
么来的。”李昌浩说。

春华秋实，再过10天，“米王”家的稻谷
就要收割了。看着沉甸甸的稻穗，李昌浩高
高兴兴开始做收割准备，“看着这些粮食，心
里就很踏实，我准备种到80岁。”

“洞庭米王”丰收心曲：

粒粒辛苦方有“一粥一饭”
周 楠

在广西梧州市蒙山县陈塘镇，来自山东的王德文做
木工活的视频被儿子传到网上后，这位“阿木爷爷”火了，
有了289万粉丝，外网视频的浏览量超过了2亿次。

镜头里的他，在一块红梨木上写写画画后，数十条
标记线在“30厘米×14厘米×6厘米”的长方体上纵横
交错。不断变化的手势里，是锯、磨、钻、凿等多重工序。
眼看就要被肢解的木头，被这双手一捏一提，就像变形
金刚一般“站”了起来。内部被解构但仍连为一体的木
头变成了“鲁班凳”——合起来是块木板，撑开后是张
凳子。

藏在木头里的工匠智慧，叫榫卯，是一项传承数千
年的木工技艺。王德文介绍，榫是木头凸出来的部分，
卯是木头凹进去的部分，榫卯相互结合能严丝合缝。

“最难的就是严缝，刨好的木头要像玻璃一样平，拼接
起来才不留一丝缝隙。”

他凭感觉控制力度，握着刨子在木料上一推，每次
只刨去纸片般的厚度。“切割木料时最多留下3毫米的
加工余量，不能刨过7下，再多一下木料就废了。”

王德文是祖籍山东的农民，为养家糊口，他13岁
开始学木工。2017 年，他偶然得到一块花梨木，做成

“鲁班凳”，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技艺的物件。儿子王
保成从没见过这样的凳子。这个技术是王德文16岁时
借来成品后自己琢磨出来的。

王保成发出视频后不到一天，播放量达100多万
次。视频记录下每一个木工的细节，有时父子俩也会产
生分歧。“用电锯开缝吧，更快一些。”儿子说。王德文却
不同意，坚持用钢丝锯，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却更为
精细，他固守着“木头功夫”里的极致要求。

“‘一尺七，二尺七，吃饭把头低’。这是我们木工师
傅的一个口诀，意思是你给别人打桌子，每一个尺寸都
要精准，人家用着才方便，低头就能吃到饭。”王德文
说，这样的“讲究”不仅是在木工活里，奉行学艺先学做
人的中国手艺人，也把这样的“讲究”贯彻在生活中。

“现在不是我火了，是老祖宗的手艺火了。我要把这个
事情‘讲究’下去，更好地传播咱中国文化。”

“阿木爷爷”王德文：

老祖宗的手艺火了
胡佳丽 吴思思

现年 63 岁的李德旺是河北省迁安市杨各
庄镇徐流口村村民，2008年开始担任长城保护
员，守护村子附近的明长城，至今已12年。

生在长城根、长在长城下，李德旺对家门口
的长城再熟悉不过。他负责的徐流口段长城有
近3公里，12年来，几乎每天要在这段长城上走
一遍，清除垃圾和破坏墙体的杂草，劝阻来此放
羊的村民，提醒游客保护长城的注意事项。每逢
暴雨，李德旺都是雨刚过便踏着泥泞的山路，仔
细巡视长城，一旦发现问题便记录下来并上报
文保部门。

对于李德旺来说，能够成为一名长城保护员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今年夏天，他巡视长城时，在
一座敌楼顶部意外发现一块明代万历年间石碑，
据研究是迁安长城沿线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好、
纪年最早的一块长城碑刻。看到石碑被文物部门
妥善保管起来，李德旺觉得非常自豪。

虽然年过花甲，但李德旺对于爬山、巡视乐
此不疲。“老去的长城，需要有人守护。”李德旺
说，“保护长城，是我这个‘山里娃’的本分。”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