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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丽水，村庄分布较
散，村民养老不便。为破解村民养老难，
丽水一批山区养老管家“披挂上阵”了。

去年5月，《丽水市山区养老管家队
伍建设工作指引》出台，对山区养老管家

（下称“管家”）的选配、培训、服务等做出
了明确要求。丽水有 1839 个行政村和
170 个社区，原则上每个村（社）配备 1
名管家。

景宁是丽水管家工作开展较为成熟
的县，去年下半年，该县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组建了一支管家队伍。目前，151名管
家分布在全县136个行政村和8个社区。

管家要管哪些事？老人们感受如
何？近日，我们来到景宁莲湖村，跟着管
家吴学海走访老人。

刚量完血压，家属就
收到短信

莲湖村海拔 900 多米，距离县城车
程将近 1 个半小时。村里常住的 60 岁
以上老人有68位，其中有特殊困难的高
龄老人、残疾老人和独居老人等共6位。

在景宁，管家依托每个行政村都有
的居家养老村级照料中心（下称“照料中
心”）开展工作，主要为本行政村的老人
提供助餐等服务，管家同时也是照料中
心的负责人。

一大早，我们来到莲湖村照料中心，
穿上吴学海带来的管家马甲，我们跟着
他开启了“管家之旅”。吴学海已在莲湖
村任村委会委员近10年，目前兼任管家。

“村里的常住老人，我一个月至少到
家探访一次，要为他们测血压、理发、代
购物资等。高龄、独居等特殊困难老人
是重点探访对象，要增加探访频率。另
外，我还要精准掌握、及时回应老人的居
家养老需求⋯⋯”吴学海向我们介绍。
后来，我们从丽水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全
市山区养老管家的职能是：为辖区内老
年人提供信息摸排、养老政策宣传、探访
关爱等无偿服务。

我们注意到，吴学海肩上背着一个银
灰色的工具箱。打开来，只见里面有上下
两层。掂量一下，大概有十多斤。“这是政
府为我们配的管家护理箱，这是理发的推
子、这是血压仪、那个是血氧仪⋯⋯”吴学

海如数家珍。正值伏天，他的工具箱里
又多了藿香正气水等解暑药。

此行探访的第一位老人是 86 岁的
吴根芝。她是低保对象，有4个儿子，现
在和小儿子两人住在照料中心旁，另外
3 个儿子在外地打工。平日里，老人不
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生病的小儿子。

到了吴根芝家，吴学海指导我们先
拿出工具箱里的血压仪，给老人测量
血压。

“上压 118，下压 80，健康。”看到结
果，吴学海向老人竖了个大拇指，老人满
脸笑容。

“老人年纪大了，有时会听不清我讲
话，竖个大拇指，老人心里就清楚了。”吴
学海解释，这是他总结出来的经验。接
着，我们又给老人测量体温、血氧饱和度
等，情况都正常。

管家的血压仪、血氧仪等测量设备
与自己的手机相连，给老人测量后，数据
能实时通过特定小程序上传，并推送到
绑定老人账号的家属手机上，民政局相
关部门也可以在后台看到数据。

我们完成测量不一会儿，吴学海的
手机铃声响了。原来，吴根芝和小儿子
没有手机，外地的三儿子看到手机上推
送的测量数据，知道吴学海又来走访了，
于是打来电话感谢，并问候母亲，提醒老
人天气热、要多喝水。吴学海的手机号
码，村里人基本上都知道。

“吴学海来得很勤，多亏有他帮忙。”
吴根芝说。平时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吴
学海就会立马赶到。

在家门口坐等，老人
盼着管家上门

离开吴根芝家，紧接着我们前往吴
呈祥家。吴呈祥今年 91 岁，平时独居，
也是低保对象。此前，吴学海已经和他
约定了上门理发的时间。吴学海基本上
每个月都会上门给吴呈祥理一次发。

我们到达时，吴呈祥已早早地搬了
张小板凳，坐在家门口等候。见到我们，
他微笑着起身，把我们迎进屋里。

吴呈祥家是木质房屋，房梁很高。
他搬起板凳，坐在客厅门口。吴学海指
导我们拿起理发围布给老人系上。随

后，我们站在吴学海身边当起助理，给他
递剪刀、推子。理完发，吴学海捏着海绵
块，仔细清理留在老人耳后、脖颈处的碎
发。老人照照镜子，满意地说：“很有胚

（景宁方言，好看的意思）。”老人告诉我

们，如果坐车从村里去镇上理发，不方
便，还费钱。吴学海的服务免费，而且很
贴心。

吴学海的管家业务很广泛。有一次
来吴呈祥家探访，老人托他把自己种的

中药材川芎带到镇上卖掉。“最后都卖完
了。”吴学海笑着说。如果走访时遇到难
以解决的专业问题，可以将其转交乡镇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相关专业人员会帮
助解决。

“可以帮我买一袋面粉和一桶油
吗？我家的快吃完了。”72 岁的吴耀联
是吴呈祥的邻居，听到吴学海的声音，他
赶了过来。因为他不久前做过手术，外
出不太方便，因此他不时会请吴学海帮
忙代购生活用品。

“当然可以。”一袋面和一桶食用
油。吴学海吩咐我们在笔记本上记下
来。第二天，吴学海就把代购的物品送
了过去。

为了提升服务水平，景宁对管家每
个季度都有业务培训。“6 月底，我参加
了县里办的老人基础护理、急救技能等
线下培训。”吴学海说。培训后，对于有
时出现的测量数据未联网情况，他学会
了如何处理。

“老人对我们的服务评价很重要。”
吴学海说。景宁县民政局年底将邀请第
三方机构通过查阅台账、抽查服务对象
等方式对管家打分，管家的测量记录、老
人的评价等都是重要评估指标。

饭前“点名”，最新动
态尽在掌握中

临近中午，我们返回照料中心。盛
夏的风里，裹挟着热浪和草香。

刚走到门口，我们就闻到饭菜香。
厨师正在厨房里忙活。锅里炒着猪肉，
一旁的备菜盘里盛着切好的包菜、蒲瓜、
豆腐等食材。

“午饭、晚饭都是一荤两素。”吴学海
介绍。在这吃饭的老人有23个，都是本
行政村的。“很实惠。”“排骨汤很好喝。”
等候开饭的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

“老张和老吴两个人没来，”快开饭
时，吴学海发现到场的老人比名单上少
了两个。为了方便开展服务，吴学海把
来吃饭的老人名单打印了下来。

吴学海立马给老张和老吴分别打去
电话。老张 79 岁、老吴 72 岁，都是本村
的独居村民，每天都在这吃饭。“他们今
天都去镇上办事，忘记和我说了。”吴学
海挂了电话后告诉我们。

这看似平常的“点名”，有时能发挥
大作用。

去年冬天，85 岁的独居村民刘丕远
有一天没有到照料中心吃午饭，吴学海
有点担心，马上给刘丕远打去电话，没人
接，吴学海立即朝他家赶去。

“刚进门就看见他半靠在躺椅上，朝
着地上呕吐。”吴学海说。询问后才知道，
老人因自感正常，停服降压药已数日。
吴学海安顿好老人后，将情况告知他在县
城的儿子。最终，老人在儿子的陪同下去
了医院。“管家真是帮了大忙。”刘丕远说。

村里老人常夸吴学海是“老好人”。
跟他一起进村入户时，我们发现老人们
都很期盼，也笑得开心。吴学海说：“看
着老人盼望的眼神和开心的笑容，我心
里早已经把他们当成了亲人。”

“管家之旅”结束后，我们了解到：今
年，丽水将总结经验，进
一步制定管家队伍建设
的市级地方标准，进一
步完善管家待遇保障、
培训管理等长效机制，
为老人提供更有质量的
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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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剧院、艺术中心、古玩集市⋯⋯
最近，嘉兴不少乡镇涌现出一批网红打
卡点，不时在小红书、微博等网络平台上
刷屏，这些地方的前身都是老粮仓。

嘉兴自古以来就有“鱼米之乡”的美
誉。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储存粮
食，嘉兴各地纷纷在河道旁建起大大小
小的粮仓。

据不完全统计，上个世纪末，嘉兴粮
仓面积共有 59 万平方米。本世纪初以
来，随着粮食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和仓储
标准提升，这些老粮仓“功成身退”，纷纷
闲置。不少乡镇发现，这些老粮仓虽然
闲置，但其样式独特、面积较大，完全可
以“再就业”。于是，这些乡镇近两年不
约而同地开始爆改老粮仓。

嘉兴的老粮仓经历了怎样的改造？
呈现出怎样的新面貌？我们选取了网络
媒体上最热门的几个，前往探寻。

咖啡中透着谷香

“出片率100%，太美了，我要马上发
朋友圈”，我们从嘉兴市区出发，驱车一个
钟头，刚刚停好车，就听到有人大声感叹。

这儿是位于海盐县沈荡镇的谷仓文

化园，其前身是始建于1955年的沈荡粮
仓群。

历史感十足，是我们对这儿的第一
印象。远远看去，高达30米的一整栋长
方体状粮仓还保留着原有的砖瓦结构，
外墙上攀爬着一大片绿色的爬山虎。粮
仓旁边是海盐至嘉兴的主要航道盐嘉
塘，偶有货船缓缓驶过，仿佛让人穿越了
悠久的时光。

这里经过改造，引入了咖啡馆、书
店、篮球场、餐厅等全新业态。

步入咖啡馆，一眼看得到底的大开
间宽敞明亮，高高的人字形屋顶、随处可
见的稻穗元素，吸引了不少打扮时髦的
年轻人。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摆造型
拍照。

“来，试试我们根据当地特色研制的
谷仓咖啡，”龚忠海热情地打招呼，他是
咖啡馆和书店的运营负责人。

我 们 品 尝 了 一 口 ，口 感 浓 郁、厚
重。咖啡馆一角还布置了一个独立的咖
啡豆烘焙车间，供游客参观、体验。

在龚忠海的指导下，我们先将烘焙
好的咖啡豆放进纸袋，拿到磅秤上称重，
一包500克，然后再拿到封口机上封口，
完成后就可以摆到柜台上售卖了，体验

感十足。
“我们从历史、传统、地域特色中寻求

灵感，除了咖啡豆、挂耳咖啡等，我们还推
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希望年轻人能喜欢
上如今鲜活的谷仓。”龚忠海介绍。

咖啡馆正对面是个书店，一进门，从地

面到屋顶整面图书墙给人极大的视觉冲击。
“在余华笔下的小镇，遇到最美书

店，这趟值了。”专程从嘉兴开车过来的
屠女士正和朋友翻看着书店中余华的小
说《活着》。

今年“五一”假期，这儿游客超过5.2万
人次，平均每天卖出咖啡约1200杯，书籍
500余本，这里还计划引入民宿、青创空间
等业态。

依托古韵来“淘宝”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秀洲区王店镇
的苏式粮仓群。

整片苏式粮仓群由 14 个分散的圆
筒仓和近 10 栋配套建筑组成。其中 14
个圆筒仓排成 3 排，每个圆筒顶直径 12
米，层高 8.15 米。这些圆筒仓于上世纪
50年代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成。

去年，王店镇将一幢面积 600 多平
方米的两层楼配套建筑改建成了收藏品
市场，并在每周三开设古玩集市。除了
固定摊位，还有不少人在空地摆地摊，人
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随意走进一家店铺，老板是土生土长
的王店人朱小观，他告诉我们：“小时候来
这卖粮，现在自己在这摆摊、淘宝，家门口
熟悉的味道，特别好！”

王店镇是明清嘉兴地区四大古镇
之一，也是清朝著名词人朱彝尊的故
乡，一直以来都很繁华。这里有不少收
藏爱好者，成立了王店收藏家协会，可
惜的是，以前这里没有固定的交易市场
和集市。

考虑到大家的需求，王店镇将这儿
改造成收藏品市场，还推出前 3 年免租
金的政策，朱小观等收藏爱好者立即带
着自己的宝贝搬了进来，目前上下两层
近20家商户基本上已经满了。

眼看着有客人来找朱小观买钱币，
我们也凑了上去。“铜钱要看包浆。”说着
朱小观拿出放大镜，一边教我们对着铜
钱外圈看，一边讲解。“铜钱现在高仿的
很多，不容易辨别。要看它的包浆有没
有分层感，是不是青黄红褐过渡自然。”

接下来，我们也选了一个地摊开始
“淘宝”。摊主姚荣根来自湖州，这是他
第三次来王店：“现在长三角的很多玩家
都知道，王店新开了个市场，环境好地方
大，摆摊方便还免费。”

说话间，一位带着孩子的陈阿姨也
过来凑热闹，她告诉我们，以前这儿冷冷
清清，现在人多了，她常会过来看看。

我们注意到，除了古玩店，这里还有
几家非遗项目展示店铺，也吸引了不少
人驻足停留。

王店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沈霞
说，王店镇还计划在这里引入培训中心、
艺术中心、咖啡馆、工艺展示馆等业态，
将旧粮仓充分利用起来。

粮仓吹起文艺风

“你们的道具有必要做得这么好吃
吗？”“您的表演体系笼罩了整个戏剧
界，号称您学生的冒牌货到处都是。”近
日晚上，在良仓剧场里，我们和几百位
观众一起，沉浸式观看了戏剧《契诃夫
的餐桌》，精彩的对白引得我们爆笑不
已，一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后感觉意犹
未尽。

绿树掩映、四面环水的良仓剧场位于
南湖区凤桥镇的梅花洲景区内，曾经是一
幢比较小的平房仓，面积600多平方米。

考虑到面积、交通、周边环境，这
个平房仓被打造成了音乐展演空间，

会不定期举办一些原创音乐发布、小
型演唱会、话剧等，每次都能吸引几百
人参加。

走文艺范的不只是良仓剧场，还有
与梅花洲景区相隔不到7公里的余新镇
余新筒仓艺术中心。我们来到这儿，远
远地就被这座极具现代感的黑白灰建筑
立面所吸引。

建筑由 10 个 12 米高的圆筒仓连
接组合而成，圆筒之间 1 米多宽的间隔
空间被打通成了有透视感的过道，每
一 个 圆 筒 就 是 一 个 展 厅 ，举 办 过 画
展等。

正在现场的当地居民王阿妹告诉我
们，去年艺术中心落成以来，她已经看过
好几场展览。“以前筒仓放的都是吃的粮
食，现在展览的都是精神粮食。”

这10个圆筒仓原是余新镇的粮仓，
后来附近建起了未来社区，余新镇就将
这儿改造成了艺术中心，作为周边社区
的公共配套建筑。

和良仓剧场和筒仓艺术中心有所不
同，平湖广陈镇粮仓改造成了公共文化
中心。这幢两层楼的建筑里，划分了阅
读区、咖啡吧、自习室、羽毛球场、健身
房、舞蹈房、多功能活动室、影音播放室
等功能区块。

“小孩子在童玩区看绘本，年轻人在
羽毛球场和健身器材上挥汗如雨，我们坐
在这聊天，就像以前卖了粮食大家还聚在
附近聊聊天一样，挺好的。”58 岁的李明
是土生土长的广陈人，他如今经常会来
转转。

离开平湖广陈镇公共文化中心时，落
日余晖把整栋建筑
映得通红，显得格外
美丽。嘉兴许多老
粮仓都像这儿一样，
正以令人惊艳的形
式重回大众视野，讲
述着全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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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啸

记者（右）跟吴学海一起去探访老人。 共享联盟·景宁 吴卫萍 摄

郁馨怡

李 茸

余新筒仓艺术中心外景。 共享联盟·南湖余新 供图

海盐沈荡谷仓书店。 共享联盟·海盐沈荡 供图

吴学海给吴呈祥理发，记者（右）在一旁
当助手。 共享联盟·景宁 吴卫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