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1月30日 星期三

版式：沈瀑18 专版

（图片由大峃镇提供）（图片由大峃镇提供）

潘火桥社区举行潘火桥社区举行“‘“‘百善孝为先百善孝为先’’我为我为
妈妈洗脚妈妈洗脚””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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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峃镇

潘火街道辖区企业音王电声举行“敬老金”发放仪式潘火街道辖区企业音王电声举行潘火街道辖区企业音王电声举行““敬老金敬老金””发放仪式发放仪式

杨汝起给独居老人送饭

成立于2012年8月的潘火街道是
宁波市鄞州区最年轻、最具发展活力
的街道之一，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
达，素有“甬东门户”之称。潘火慈孝
文化源远流长，榜样引领慈孝阵地“多
点开花”，主推慈孝家风文化，将“慈孝
善行·潘火有礼”打造成为具有影响力
的慈孝品牌，街道上下形成孝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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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引领 家校共传

宁波潘火街道弘扬慈孝文化
徐小翔徐小翔 章章 媛媛

“鹤城大姐”上门慰问老人

“鹤城大姐”志愿服务队开展服务

潘火街道家庭家教家风主题健康步道

慈孝阵地“多点开花”
好品牌积淀厚重底蕴

近年来，潘火街道在社区居民中着
力引导慈孝文化的同时，推动企业领域
慈孝文化覆盖，政企联动共同建强建优
慈孝阵地。街道内建起一系列包含慈
孝元素的文化阵地。结合金谷中路市
政改造提升项目，打造了两公里长的鄞
州区首条家庭家教家风主题健康步道，
让居民在休闲健身的同时，能够随时

“呼吸”慈孝文化的气息。
潘火街道金桥花园社区以“悦”为

主题，积极探索推出“悦家”文化，设立
“悦家园”家风馆和家风文化楼道。前
不久，辖区内“悦福堂”居家养老服务
站从原来 300 多平方米升级到 850 平
方米，满足了社区老年人日益丰富的
文化生活需求。提升改造后，服务站
内还配备了智能按摩椅，引得老年居
民纷纷点赞。今年底，社区还将链接
社区乡贤资源，成立“乡贤慈孝基金”，
举办社区首届“孝老爱亲”家庭评选活
动，持续培树慈孝榜样。

企业想要有生命力，企业文化建设
必不可少。辖区内的音王电声股份有
限公司特别注重企业孝文化的打造，自
2003 年设立“敬老基金”以来，每年为
年满 65 周岁的员工父母发放敬老金，
累计已有 4000 余人次受益，为员工长
辈发放费用超过200万元。此外，该公
司坚持开展“孝文化讲堂”系列活动，让
员工更加了解慈孝内涵。

家校共传慈孝文化
国学经典从娃娃抓起

慈孝教育从娃娃抓起，加强慈孝
文化浸润，潘火街道“慈孝文化进校

园”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每年9月份，在德培小学的新生课

程中，都有一节《三字经》启蒙教育。
课上，老师向小朋友绘声绘色地讲述

“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教子”等《三
字经》故事。

2008 年，德培小学两名学生受邀
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三字经》修订版全
国首发式。学校以此为契机，将《三字
经》里的精粹文化融入校园，经过10多
年的实践和探索创新，赋予其新的历
史内涵。

东南小学教育集团通过“三礼”教
育，即“贤礼家人、施礼旁人、达礼众
人”构筑学生人格长城。学校结合传
统节日开展慈孝文化活动，在学生的
课后拓展作业中加入慈孝内容。在每
个班级的活动园地里，贴着许多给妈
妈梳头、为奶奶捶背等照片、绘画作
品。充满天伦之乐的温馨画面，传递

的是浓厚慈孝气息。“通过慈孝感恩教
育系列活动，学生们身上的任性、娇气
少了，对父母的体谅、关心多了。”东南
小学金达路校区德育处副主任楼微君
如是说。

推广家风家训
善孝融入生活点滴
2016 年，潘火桥社区启动家风家

训推广工作。质朴的家风家训通过居
民们的口口相传，形成向善、向好的氛
围。居民们以家门口的家风家训自我
约束、互相监督，更涌现出很多在善
行、孝义方面特别突出的好家风家庭。

2017 年初，潘火桥社区在腊八节
举行了“‘百善孝为先’我为妈妈洗脚”
活动，参加者中最年长的妈妈93岁，是
儿子背着来的。有社区老人因为子女
不在身边，未能参加活动，心生遗憾。

“阿公，改天我上门来给你洗。”志愿者
们向老人许下承诺。此后，社区志愿
者上门给孤寡老人泡脚、修脚趾甲，成
了潘火桥社区特别的志愿服务。

2017 年 10 月，潘火桥社区成立纤
源坊工作室，小区里30多名巧手厨娘、
绣娘组建成了一支巾帼志愿队，通过
志愿服务的形式常态化开展活动。今
年端午节，纤源坊的志愿者们联合居
民开展包粽子活动，并将颇具宁波老
底子味道的碱水粽送到困难老人家
里，为他们送去传统节日的温暖。

温州市文成县大峃镇是知名侨
乡，在外的侨胞人数达5.6万人，当地
1.8万位老年人中，留守侨眷占了相当
比例。近年来，大峃镇政府将关爱归
侨侨眷和侨眷“空巢”老人列为工作重
点，营造敬老爱老的温馨氛围，绘就

“老有颐养”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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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起老年灶 巾帼挑大梁

文成大峃镇描绘侨乡颐养新图景文成大峃镇描绘侨乡颐养新图景
林乐雨林乐雨

多年来，大峃镇致力于凝聚侨心、
汇聚侨智、发挥侨力，做好侨眷留守老
人养老工作，让海外侨胞没有后顾之
忧，拉近与海外侨胞的距离，做他们的
贴心人、暖心人、娘家人。这既是侨务
工作的需要，也是养老工作义不容辞
的责任。

——文成县委常委、大峃镇党委
书记 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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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孝感言

（图片由潘火街道提供）

公园长廊的草木石刻、社区家风馆
的圣句格言、学校孩童们的言行举止，还
有立于社区的家风家训墙面文化⋯⋯走
在潘火的角角落落，随处都能感受到慈
孝文化朴素而深沉的积淀。

我们突出以点扩面共享的“三共”
工作法，即政企联动共建慈孝阵地、家
校携手共传慈孝文化、榜样引领共育
慈孝品牌，让慈孝文化成为潘火街道
文明乡风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党工
委书记 庞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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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孝感言

因地制宜升级硬件
差异化提供养老服务

大峃镇茶龙村有老年人 30 余位，
多为年过七旬的独居、孤寡老人。为
了让他们安心在家门口养老，2018
年，茶龙村将文化礼堂升级改造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中心设有老年食
堂、视听室、棋艺室等公共服务场所。
茶龙村距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距离较
远，老年人日常就医不方便。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内设立了康复护理室，文
成县级医院专家定期前来坐诊，为村
里的老人提供量血压、测血糖等日常
体检服务。中医师也会定期上门，为
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推拿等康复护理
服务。

大峃镇因地制宜，将村民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文化礼堂和旧时校舍
等进行升级改造，建成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和社区养老院，为有不同需求的
老年人提供差异化的养老服务。

截 至 目 前 ，大 峃 镇 各 村 社 已 完
成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升 级 改 造 59
处，基本满足当地老人就近居家养
老需求。

2019 年，大峃镇将原金垟乡中心
学校进行改造，打造了占地 1500 平方
米的社区养老院——李山养老园。园
内设有宿舍 20 多间，各类设施一应俱
全，能够同时满足当地老人居家养老
与机构养老的需求。

烧起老年灶
独居老人有了新饭碗

早上 6 时起床、7 时赶到镇上的

农贸市场买菜，一次买上 30 多斤肉
和 40 多斤蔬菜。9 时前送到中心食
堂，中午和傍晚还要给行动不便的老
人送餐。为村里 46 位独居、孤寡老
人买菜送饭这样的小事，大峃镇马山
村村监会主任杨汝起一干就是 8 年，
即使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他仍然乐此
不疲。

马山村是大峃镇一个偏远的小山
村，村里没有正规的农贸市场，需要到县
城采购，驱车往返要耗时一个多小时，村

中孤寡、独居老人的吃饭是个大问题。
2015年，在杨汝起的奔走下，马山

村养老服务中心食堂正式营业。食堂
的人手不够，杨汝起号召家人做起志
愿者，丈母娘、妻子齐上阵。杨汝起的
私家车成了买菜专用的“货车”。马山
村养老服务中心食堂每天为老人供应
两餐，每餐一荤一素一汤。“就餐的费
用除了政府补贴外，还有大峃镇侨胞
的捐赠，老年人不需要花一分钱。”杨
汝起说。

如今，除了中心食堂外，村里在山
茶花自然村和茶岭自然村另外设了两
个就餐点，这样住得远的老人更加方
便。村里还为老年食堂配备了 5 名专
职志愿者。接下来，村里计划进一步
扩建厨房、餐厅，为老人们营造更加友
好的就餐环境。

办起老年食堂，打造集餐厅、厨
房、储藏室于一体的老年灶，党员干部
带头，为老人提供点单配餐、集中就
餐、入户送餐等服务。大峃镇构建起

“老年灶＋送餐”独居照料模式，成为
该县样板。

一村配一队
巾帼志愿者挑大梁
烧起老年灶，解决大峃镇独居老

人吃饭难问题。可面对年轻人口外
流、乡镇逐渐“空心化”的困境，散落山
间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谁来照料？一
支“巾帼志愿队”正在努力给出答案。

2018 年 5 月，大峃镇政府与当地
妇联共同号召，以各村妇女为主体，在
大峃镇范围内的18个村（社区）分别成
立“鹤城大姐志愿服务队”。经过多年
发展，志愿者人数从成立之初的 200
余人壮大到 1200 余人，年龄跨度从 28
岁至 65 岁。不少志愿者来自司法、教
育、医疗系统等单位。

为高龄独居老人整理房间、理发、
买菜、剪指甲，与他们聊天，帮助排解
孤寂。这是58岁的周爱娥每天都要做
的事。她是大峃镇屿根社区的妇女主
任，也是该社区鹤城大姐志愿服务队
队长。屿根社区有80岁以上独居老人
或 80 岁以下需要照料的“空巢”老人
100 多人。42 位志愿者与他们结对，
责任到人。老人何时要理发，何时要
买菜，健康状况如何，每一位责任人都
能做到心中有本账、笔笔记得清。

如今，1200 多名妇女志愿者已遍
布全镇49个村（社区），实现一个村（社
区）至少驻扎一支志愿服务队。根据
每个村（社区）老人数量的不同，分别
配备起20人到100人不等的志愿服务
力量，确保周周有活动、老人有需要随
叫随到。

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慈孝文

化源远流长，无论是传承百年的蔡

氏宗祠，还是如花园般的新校区，抑

或是社区、企业，潘火人一直追寻着

播撒慈孝文化种子的新路径。

近年来，潘火街道将慈孝作为

家风的核心内容，深入挖掘家文

化，把慈孝文化和家风建设结合起

来，街道上下和谐氛围更加浓郁，

以慈孝文化事业带动“好人社会”

的建设，同时关爱下一代，强化慈

孝文化传承，以榜样引领，共育慈

孝品牌。

沿着蜿蜒的山路驾车而行，车

上堆满慰问品。大峃镇侨联专干

金玲杰驱车慰问侨眷老人。直线

距离只有数百米的两个村落，她却

需要翻越10多公里的山路。

文成是浙江山区 26 县之一。

大峃镇下辖的 14 个社区、35 个行

政村被山川阻隔，形成“散装”的特

色。村子里的老人故土情结很深，

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选

择居家养老。

面对当地老年人口分散、养老

资源分配不均衡、年轻人外流、养

老工作人手短缺的现状，且看大峃

镇如何破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