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以食为天，在老百姓的生
活里，吃饭从来都是最重要的事。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聊城市常住人口数量为595.2万，
其 中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数 量 为
112.8 万，占比 18.96%。随着人口
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传
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空巢”
老人、高龄老人日益增多，如何让
老年人每天都能“吃上饭”“吃得
起”“吃好饭”，成为当前养老工作
亟需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人民幸福是最大的政绩。今
年，我市将“兴建 50 处幸福食堂”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0月10日，
52 家幸福食堂集体开业，品种丰
富、价格实惠的菜品，确保老年人
吃得安全、吃得实惠、吃得舒心，
这无疑为老年人送上了一份实实

在在的“大礼”。
一餐热饭的背后是一位老人，

一位老人的背后是一个家庭。一蔬
一饭一碗汤，幸福食堂的背后，是实
实在在的大民生。在采访中，记者
看到，幸福食堂远不止于食堂，而是
以其为圆心，将半径不断向外扩展，
除了解决老年人的吃饭问题，还提
供义诊、书法培训等服务，从吃饭到
文艺表演，从物质到精神，以幸福食
堂为平台，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人生不过两件大事——体面
地成长和体面地老去。一个个幸
福食堂，不只为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增加了“幸福砝码”，也承载着
每个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乐的期许。

期待越来越多的幸福食堂覆
盖城乡，让“幸福”遍地开花。

让“幸福”遍地开花
记者手记

■ 文/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一份白菜炖酥肉，一份韭菜炒
豆芽，一份咸菜，一碗西红柿鸡蛋
汤，标价8元，补贴4元后实际支付4
元。10月10日，家住公路馨苑小区
的80岁老人唐春荣，听说社区的幸
福食堂开业了，便和老姐妹相约来
尝尝鲜。

“孩子们都不在家，我们老年人
吃饭很多时候都是凑合。看这里的
饭菜荤素搭配得多好，又新鲜又热
乎。”第一次在幸福食堂吃饭，唐春荣
很满意，“我和老姐妹说好了，以后在
公园跳完舞就直接来这里吃饭，不用
再回家凑合了。人家工作人员说饭
菜一星期都不重样，老年人还有补
贴，多好的事儿啊。”

随着10月10日上午52家幸福
食堂集体开业，我市老年人将享受
到更优惠、更便捷、更智慧的服务，
解决“一餐热饭”的问题。

“大饭店里能做的我们都能做，
老年人想吃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在

东昌府区古楼街道王口社区幸福食
堂，厨师陈吉利正在灶前忙碌。老
年人牙口不好，食堂每天都会准备
粥品及软烂易嚼的菜品，并且在制
作菜品时会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需
求，在烹制时注意低盐低油低糖，多
蒸炖、少油炸，力求兼顾营养、健康、
易消化。“虽然低盐低油，但是味道
要保证好吃。我们食堂没有隔夜
菜，保证每天都是新鲜食材。”陈吉
利说。在幸福厨房，人们可以透过
玻璃清晰地看到厨房内的情况，厨
房台面干净，备菜盘整洁有序。

幸福食堂除了拥有菜品和环境
优势，还对老年人实行“真银白银”的
补贴，70岁—79岁的老年人每餐补
贴2元（每日只限一餐），80周岁及以
上的老年人，每餐补贴4元（每日只
限一餐）。老年人首次就餐时，需持
本人身份证到幸福食堂录入个人身
份信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
也可以用现金支付。对于辖区内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幸福食堂还提供配
送服务，最大限度解决了老年人就餐

难问题，让老年人“食无忧”。
事实上，9月份，我市各个幸福

食堂已经陆续试营业。从试运营情
况看，幸福食堂运营平稳，截至10月
10日正式开业时，幸福食堂的营业
额已达到61329.7元，其中政府补贴
32730元、居民自费28599.7元。

当日11时左右，在开发区滨河
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浓浓的饭菜
香味儿已飘满食堂。随着饭点临近，
老人们陆续走进食堂，排队等候的队
伍中，相熟的老人们有说有笑。

“大爷，您先把菜端过去，汤过
会儿再端，别烫着。”开发区党工委
网格第一书记张倩一边嘱咐一边把
盛好的饭菜递给老人。开饭后，老
人们围坐在用餐区的饭桌前，一边
乐呵地聊天，一边享受着色香味俱
全的“幸福午餐”。“这红烧肉做得太
好吃了，汤也不错。”就餐的老人戴

玉凤高兴地表示，和大家共进午餐，
比在家里吃饭热闹多了。

幸福食堂是开发区滨河社区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的一部分。除了助
餐服务，该养老服务中心还为老年
人提供助洁、养生、日托短住、娱乐、
康养等服务，并提供文化娱乐、学习
教育、体育健身等空间，小餐桌背后
撬动的是多元化养老服务。

我市很多社区以幸福食堂为支
点，推动建立“幸福食堂+N”服务模
式，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照料。

幸福食堂的正式营业，标志着
聊城市养老服务工作迈上了一个
新台阶，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景志国表示，我市将继续扩大辐射
面，推进“幸福食堂”长效运行，把
幸福食堂建成实实在在的民心工
程，让老年人感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味道。

家门口品尝幸福味道
——我市52家幸福食堂正式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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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敏） 10月9日，
漫步东昌府区阳光小学，位于操场东侧
的家乡文化长廊让人流连忘返。“我们
为孩子的一生打基础，让文明校园中的
孩子永葆文明本色。”该校校长张民华
说。

阳光小学是第三届省级文明校
园。校园内浓厚的文明氛围，对学生
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在校园
内外的宣传橱窗、教室墙壁及电子屏
幕上，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处
可见，让学生入脑入心，并自觉践行。

举办感动阳光杰出人物颁奖典
礼，开展党员先锋岗活动，招募校园小
小志愿者……该校以文明校园创建工
作为契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让
学生在活动中感悟文明，在体验中践
行文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创建省级文明校园过程中，学校
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德善因子，志愿东
昌”环境美化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强
化党员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新招募
70名小小文明志愿者，分别担任爱护公
物督导员、保护环境督导员、文明督察
督导员；每年“五一”“十一”等节点，学
校都开展以“争创全国文明城 争当文
明聊城人”为主题的健步走活动。

阳光小学自创建之初就成立了文
明校园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创建工
作实施方案，周密部署工作任务，形成
了“目标明确、责任清晰、上下联动、齐
抓共管”的创建工作体系。张民华表
示，学校将继续推进文明校园创建工
作，让学生在校园文明沃土的滋养中，
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合作、学会
创新。

阳光小学

擦亮文明校园底色

本报讯（通讯员 刘凯 崔岩） 10
月8日，聊城市“青春奋进号”定制公交
在水城明珠广场正式发车。

“青春奋进号”公交车共覆盖 K19
路、K332 路、K437 路、H1 路 4 条线路。
车头处印有团徽标志，车身和车尾印有

“青春同行 共创未来”“致敬每一位奋
斗的聊城青年”“不负青春 不负韶华”
等字样，同时融入光岳楼、铁塔、摩天轮
等聊城地标建筑元素和青年人奔跑奋
斗剪影，生动展示了聊城历史文化风貌

和近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象征着一代
代聊城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朝气蓬勃、奋
发有为、一往无前。

“青春奋进号”定制公交是团市委
联合聊城公交集团共同打造的青年友
好窗口，是实现城市发展和青年发展
有机融合和良性互动的移动宣传平
台，是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
的具体举措，是激发青年活力，让青年
在聊城更加舒心、更有获得感的积极
探索。

聊城市“青春奋进号”
定制公交上线

■ 本报记者 赵宗锋

10月10日上午10时许，在东昌府
区古楼街道名人苑社区管道小区的中
心广场上，居民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
着天。广场开阔整洁，和小区居民已
经相伴多年。老人在这里休闲，孩子
在这里玩耍。年轻人也常常选在这里
举行结婚典礼。正因如此，今年 6 月
小区进行新一轮环境提升时，广场有
了一个新名字：新时代文明实践婚礼
广场。

“多年来，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这
里举行结婚典礼，我们就因势利导，
充分利用这个场地，宣传移风易俗的
好典型好做法，潜移默化引导人们除
陋习、树新风。”社区党委书记张晓
说。

广场两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展板和“移风易俗除陋习，崇俭尚

德倡文明”的醒目标语。名人苑社区
红旗驿站站长、业委会主任彭文贵介
绍，以这个广场为载体，小区红白理事
会多年来推动红白事流程简化，弘扬
文明新风，取得了明显成效。

“尤其是白事，尽量简办，杜绝铺
张浪费。比如其中一项规定是，不允
许来吊唁的亲友送花圈。”彭文贵说，
前一段时间，有位老人去世，子女想把
葬礼办得隆重一点，红白理事会成员
及时上门劝说，打消了对方的念头。

管道小区的探索，也是古楼街道
以正确导向和行为示范带动广大群众
转观念、破旧俗、树新风的生动注脚。
近年来，古楼街道通过组织开展各类
宣讲宣传、文明引导等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创新打造各类新时代文明
实践大舞台，号召广大居民群众践行
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移风易俗的新思
想新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小区里有个移风易俗婚礼广场

■ 本报记者 林金彦

路遇老人身陷险境，30 岁女教师
挺身而出，助老人转危为安。阳谷县
郭屯镇苑店村幼儿园教师刘文婧的事
迹被传为美谈。

事情发生在 2021 年 3 月 8 日。当
日中午，刘文婧吃完午饭驾车回学校途
中，在张堂村东边看见一辆电动三轮车
栽进了桥边水沟里。“不好，有人出事
了！”刘文婧立即下车查看情况。只见
一位老大爷正挣扎着想钻出车门，可怎
么也出不来。车子正慢慢下沉，情况越

来越危急。她来不及多想，马上蹲下身
子，一只手死死抓住桥边石板，一只手
伸向水中的老人，却无法抓住他。刘文
婧四周寻找树棍或树枝无果，只好将一
只脚踩到水里、向下探了探身子，终于
抓住了老人的手。刚拉上来一点，老人
脚下一滑，又掉进水里，差点把她也拽
了下去。刘文婧用手使劲抠住了桥头
和路面的缝隙，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老
人。拖拽了十多分钟后，终于把老人拉
上了岸。这时，电动三轮车已经完全没
入水中。刘文婧双脚都是泥，裤腿湿了
一大半，老人也浑身湿透了。

经询问，落水老人姓冯，家住郭屯
镇杨庄村，今年83岁，第一次骑电动三
轮车。由于老人手机泡水不能使用，无
法联系家人。刘文婧说：“我送您回家
吧，回去换身衣服，再来打捞车子。”这
时，老人的一位邻居正好路过，将老人
带回了家，刘文婧则回学校上课。

事后，同事问她：“你胆子还挺大
的，当时不怕落水吗？”刘文婧说：“虽
然有些后怕，但能救人于危难，我觉得
很值。以后如果再遇到这种事情，我
还会这样做。”

刘文婧毕业于泰山学院美术系。

2019 年 10 月，她考到苑店村幼儿园，
从事教学工作。该幼儿园属于公办性
质，招收的都是附近村庄的孩子。

刘文婧热爱教育、富有爱心。幼
儿园建成之初，地面被一层尘土覆盖，
刚到岗的刘文婧二话不说，挽起袖子
开始冲洗，弄得满身泥水也不在乎。
孩子们最早 7 时 40 分到校，而她总是
提前10分钟到校。即使自己一岁多的
孩子生病，她也没请过假。班里有个
留守儿童，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卫
生习惯较差，冬天脸上、手上的皮肤
多处皴裂。刘文婧发现后，每天都用
温水给他清洗，并抹上为自己孩子买
的护肤品，还拿来侄子的衣服给他换
上。2021年12月，刘文婧获评聊城市
第八届道德模范。

面对同事的夸赞，刘文婧谦虚地
说：“我喜欢孩子，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优秀的人有很多，我做得还不够。”

危急时刻的巾帼担当
——记我市第八届道德模范刘文婧

10月10日，在城区一家幸福食堂内，工作人员引导老人就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