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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 失能老
年人的照护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带来
的最严重社会问题之一。10月16日，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我市坚持用
好改革关键一招，破解失能失智老人
照护“痛点”，扩大“三个供给”，提高失
能老年人照护能力，推动养老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市共有失能老年人数量
约 为 18.3 万 人 ，占 老 年 人 口 数 的
14.9%。养老机构共入住老年人 8657

人，其中失能老年人 7473 人，占比
86.3%。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是刚
需，针对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存在的
制度缺失、资源短缺、服务质量低等
问题，我市扩大失能老年人服务供
给，努力让每位老年人拥有最美“夕
阳红”。

突出专业性，提升机构养老。实
施敬老院改造提升3年行动计划，共改
造敬老院 38 处，护理型床位 3800 张，
建成以失能特困老年人集中供养为主

的县级敬老院12处。积极推进乡镇卫
生院、敬老院“两院一体”模式，8处乡
镇卫生院开设养老服务专区。对收养
中度、重度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机构给
予每人每年3300元、4800元的运营奖
补。

突出便捷性，完善社区养老。全
市共建成街道综合养老服务机构 35
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257处、
养老服务站212处，让“看得见家、养得
了老”成为现实。建设幸福食堂83处，

月均服务20万人次。
突出舒适性，保障居家养老。按

照“一户一策”原则，完成特殊困难失
能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3396 户。
建立为困难老年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制度，将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经济困
难失能老年人纳入“政府买单”范围，
2 万余名困难老年人享受到高质量居
家养老服务，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
院”。

扩大“三个供给”

我市提高失能老人照护能力
本报讯（文/图 记者 马永伟） 汗

洒绿茵赛场，绽放青春光芒。10 月 16
日，聊城市第三届运动会五人制足球赛
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机关事业单位的
17支队伍、200余名选手，展开了激烈的
角逐。比赛现场，传球、射门、防守、抢
断……选手竭尽全力奔跑、不遗余力拼
抢，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运动盛
宴。

聊城市第三届运动会五人制足球
赛自 10 月 16 日持续到 10 月 19 日。据
了解，五人制足球相对于普通足球，场
地、球门以及足球尺寸都较小，比赛时
间更短，更利于推广普及。

聊城市足球协会主席陈卫斌表示：
“通过市运会的举办，能让更多人参与到
全民健身运动中，增强身体素质。希望
更多人喜欢上足球，投入足球运动中。”

市运会五人制足球赛激战正酣

10月13日，茌平区贾
寨镇综合文化站文体广场
上，村民们正在表演广场
舞。当日，茌平区“蒲公英
的旅行”文艺志愿者开展
了庆丰收送文化下乡公益
演出活动。

茌平区持续推进“五
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建
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文明新风，助力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 本报通讯员 赵玉国

公益广告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在
杭州举行，8月20日—10月16日，参加
此次运动会国际象棋比赛的15名中国
运动员集中在我市集训。10月14日，
记者走进古城区国家残疾人国际象棋
队集训室，对队员们备战亚洲残运会
的情况进行了采访。

“我们按照亚洲残疾人运动会新
的比赛规则，组织队员们进行模拟比
赛，时间在 2 个半小时左右。”在集训
室，聊城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国家
残疾人国际象棋队教练王杰向记者介
绍。

记者看到，十几名国际象棋残障
队员正在认真对弈，屋内静悄悄的。
北面墙上的“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
会国家国际象棋集训队——我们是一
家人”条幅十分显眼，墙上张贴了最近
几次内部比赛的成绩单和队员集训的
图片。东面墙上悬挂着一面鲜艳的五
星红旗，时刻提醒着队员们，这支国家
队将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亚洲残疾人运
动会国际象棋项目比赛，责任重大。

这支队伍有15名队员，其中山东
籍队员有 9 名，其他 6 人分别来自陕

西、广东、江西、宁夏、江苏和浙江。他
们从8月20日开始封闭集训，10月16
日出发赶往杭州，入住亚运村，10月23
日参加比赛。

据了解，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
会国际象棋项目共设24枚金牌，其中
个人有3个组别：肢体组、视力1组、视
力2组，每个组又细分为男子组、女子
组，共6个小组。每个小组可以参加快
棋赛和慢棋赛，还有团体比赛，共24个
比赛项目。这次国家残疾人国际象棋
队共报名参加了其中 18 个项目的比
赛。

这支 15 人的队伍中，有 5 名队员
来自聊城。王杰介绍，聊城市能有5名
队员进入国际象棋国家队，这与国际
象棋在聊城的普及工作分不开。据了
解，国际象棋在聊城普及率比较高，不
仅市国际象棋协会开展常年培训，国
际象棋还走进了学校，不少中小学都
开设了国际象棋课程。市国际象棋协
会经常组织、承办全国全省的大型比
赛，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为众多喜欢国
际象棋的青少年打造了平台。现在，
聊城市能常年坚持参加国际象棋培训
的有5000多人，棋协大师和棋协候补
大师有200多人，这在全国并不多见。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和土壤，聊城
国际象棋人才辈出。今年 8 月 25 日，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23年U15
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国际象棋项目
比赛中，聊城 13 岁女孩姜天瑜 5 战全
胜，荣获女子组冠军。

袁守波是队伍中的一名聊城队
员。他接触国际象棋是在2017年，当
时他的儿子学习国际象棋，原本喜欢
中国象棋的袁守波逐渐对国际象棋产
生了兴趣，现在他已经取得棋协大师
称号。

中国残疾人国际象棋项目起步
晚，王杰一直想在聊城残疾人中推广
国际象棋，让更多残疾人能够通过学
习国际象棋获得自信和快乐。当他得
知袁守波在聊城特殊教育中心学校工
作后，两个人一拍即合，从学校的残障
学生中发现、培养国际象棋人才。王
杰还托人从马来西亚买来了10套视障
人士专用的国际象棋（盲人象棋），捐
赠给了聊城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来，经过不
懈努力，一批残障人士成为国际象棋
棋手。5名聊城籍国家队队员中的王
鸣、付新雨，就是袁守波教出来的学
生。

残障人士张悦原来经常参加中国
象棋比赛，国家国际象棋随队教练张
志恒觉得她棋艺不错，便引导她学习
国际象棋。从对国际象棋一窍不通，
到熟悉，再到痴迷，张悦的水平不断提
高，最终凭借优异成绩进入了国家队。

张志恒介绍，视障人士学习国际
象棋比较慢，首先要熟记棋盘，用手感
知黑白格和棋盘的整体布局，然后再
牢记每个棋子的位置、行棋规则等。
视障人士专用的国际象棋，与常规棋
盘不同，黑格凸出来，白格凹下去，黑
白格中间有孔，棋子底部有细圆柱插
在圆孔里，增加了棋子的稳定性。为
了培养后备人才，现在聊城市国际象
棋协会一直有老师在聊城特殊教育中
心学校上课，让越来越多的残障学生
喜欢上了国际象棋。近期，聊城国际
象棋协会正准备举办国际象棋残疾人
公益培训班，相信会培养出更多的国
际象棋选手。

王杰表示，经过50多天的集训，国
家残疾人国际象棋队队员的水平有了
明显提升，对于即将到来的亚洲残疾
人运动会比赛很有信心，更希望聊城
选手能够在赛场上发挥出训练水平，
取得好的成绩，向金牌发起冲击。

“弈棋”向未来
——聊城队员积极备战第四届亚残运会

本报讯 （记者 赵宗锋） 10 月 17
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介
绍聊城市儿童友好城市创建情况。市
妇联党组书记、主席、一级调研员丁洁
清说，我市健全精准有力的儿童友好权
利保障体系，丰富多元化、多样化、多层
次的幼儿照护服务内容，全市现有托育
服务机构624家，托位3.29万个，千人口
托位数达5.69个，列全省第一。

在完善优质均衡的儿童友好服务
体系方面，我市192个医疗机构开设儿
科专业，4个市级、8个县级“危重新生儿
救治中心”全部建成。全面落实母婴安
全五项制度，开展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
划。健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儿童
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服务、评估治疗、危
机干预、心理援助等公共服务网络。

此外，我市积极开展普惠性民办园
认定，扩增普惠性学位，目前公办率为
55.78%，普惠率达到89.13%。打造了上
下联动、层级管理、成效显著的“34534”
家校共育实践模式，将假期托管作为全
环境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采取开放学
校、引入第三方等多种形式为有需求的
家长提供假期托管服务，2023年暑期，
参与学生达到19985人。

丁洁清说，我市出台了《聊城市促
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实施方案》

《聊城市“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等
20余个托育服务文件，全市福利机构养
育孤弃儿童及社会散居孤儿588人、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 2453 人全部纳入保
障。累计为符合条件的354人次孤儿和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 354 万元助学
金。全覆盖建成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12家、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站135个，配备136名儿童督导员、
5836名儿童主任，实现动态化管理、精
细化服务。连续五年提高孤困儿童基
本生活费标准，惠及3900余名儿童。

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我市将家庭
教育工作连续三年纳入政府民生实事，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聊城市家庭教育
促进条例》列入 2022—2026 年立法规
划。创新打造了“父爱工作室”“母爱工
作室”，规范建立家长学校645所。实施

“福润万家”工程，成立“水城家和”家事
纠纷化解工作室，设立“水城润禾”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站、家庭教育检察工坊，
市县两级建立家庭教育法治工作室，
136个乡镇全部建立家庭教育法治工作
站。

聊城千人口托位数列全省第一

参赛队员正在进行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