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变享老“夕阳”更幸福
□记者 黄佳

8 月 1 日上午， 梧桐树掩映的川
汇区荷花路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显
得格外幽静 ，89 岁的杜友兰上午 10
点多开始了自己的文化活动———敲大
鼓。 他在原周口电厂工作了 40 年，现
在又在周口电厂家属院内的荷花路街
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养老。 用他自己
的话说，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在这里，居住着 60 多位老人。 记
者随机采访了其中 4 位， 他们都说：
“在这儿，我非常幸福。 ”这种幸福，是
真情的流露，自然而真挚。

据了解，至 2023 年末，周口市常
住人口 866.6 万人，60 岁及以上人口
190.9 万人，占比 22%。 老年人口增速
加快 ， 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养老需
求，是我市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 ，制定了 《周口市推进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意见 》《周口
市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创新
养老服务供给方式等方面，因地制宜
探索出一批实践成果，为我市养老服
务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 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

养老产业政策机制作出系统部署，其
中提到‘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
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是直面当前
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作出的关键改
革举措。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因地制宜
打造“15 分钟养老服务圈”

一日三餐，四季烟火。 小饭碗里
装着大民生。 番茄炒鸡蛋、土豆炖牛
腩、紫菜蛋花汤……8 月 1 日中午，记
者在荷花路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餐厅看到，十几样色香诱人的菜品摆
放在大餐盘中。 干净的餐厅里，几位
老人正在就餐，还有几位老人正排队
挑选菜品。

82 岁的李淑英是这里的常客，她
告诉记者， 她就住在周口电厂家属
院，儿子上班忙 ，自己一日三餐基本
都在这里解决。 “菜味道不错，你看，
我吃得干干净净。 ”李淑英笑着说。

前来就餐的郭玉凤点了一荤一
素一汤，花了 10 元钱。 “我一个人住，
不想做饭。 从家走到餐厅用不了 10
分钟， 吃饭时还能和邻居们聊聊天，
很开心。 ”郭玉凤说。

荷花路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负
责人刘永梅告诉记者， 除了向老年人

提供就餐服务，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还
向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理疗、上
门送餐、助洁助浴等养老服务。 “选址
在小区， 就是为了方便老年人在熟悉
的环境里养老，步行不超过 15 分钟就
能享受到基本的养老服务。 ”她说。

适老化改造
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

洗澡有沐浴椅支撑，日常起居有
辅具助力，智能手环可以监测到老人
的位置……近年来，我市民政部门实
施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以满足老年人居家生活照料、起居行
走、康复护理等需求为核心 ，改善居
家生活照护条件，增强居家生活设施
的安全性 、便利性和舒适性 ，提升居
家养老服务品质。

淮阳区白楼镇沈庙村 62 岁的王
德芹是该村低保户， 身体患有残疾，
行动不便，以前他很少出门。 市民政
局获知他的情况后，派工作人员上门
评估，对其家庭进行了个性化 “一户
一案”适老化改造 ，在他的床边安装

了扶手 ，在床前铺了防滑地垫 ，还为
他配备了沐浴椅、可坐式拐杖和智能
手环。 “以前起个床都困难，更不要说
出门了。 现在起床有扶手，走路有拐
杖，出去串个门还有防走失手环。 ”王
德芹说，这都是托了党和政府的福。

淮阳区柳湖街道七里河行政村
76 岁的徐大爷是该村低保户，老伴身
有残疾， 符合家庭适老化改造条件。
市民政局根据他家的实际情况，在地
面铺了防滑垫 ， 在卫生间安装了扶
手，还配备了沐浴椅、坐便器、换鞋凳
和轮椅。 徐大爷说，老伴残疾多年，子
女都在外地务工，一个人照顾老伴很
不方便，党和政府的适老化改造解决
了他照顾老伴时的很多难题。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保障和改
善民生制度体系的部署， 加强社区养
老服务机构建设，打造层次清晰、机构
衔接、功能互补、区域联动的示范性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让养老服务聚
集在老年人身边、家边、周边，提高服
务精准性、便捷性、可及性。 ”市民政局
养老服务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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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土把式”变身持证“新农人”
□吴继峰

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人才
是最宝贵的资源， 是最坚实的支撑。
据报道， 去年我市有 9000 余名农民
荣获“河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证书”
与“河南省农业职业技能证书”。这一
喜人成绩，不仅标志着我市农民在个
人成长道路上实现重大跨越，也为我
市乃至全省的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
强劲的人才活力。

长期以来，农民群体以其勤劳和
智慧，在广袤的田野上耕耘着希望与
梦想。然而，面对农业现代化、产业化
的新趋势，传统耕作方式已难以满足
高效、优质、绿色的生产要求。在此背
景下，我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高
素质农民培育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关键一环，通过系统的培训、严格的
考核，让一批批“土把式”蜕变成为手
持双证的“新农人”。这不仅仅是两张
证书的获得，更是农民身份与能力的
双重升级，是他们在知识、技能、管理
等多方面能力的全面提升，为他们打
开了通往现代农业的广阔大门。

在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中，
我市始终坚持“需求导向、产业主线、
分类施策、全程培育”的原则，这是确
保培训实效性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
深入调研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
趋势， 准确把握农民群众的实际需
求；另一方面，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
业的特点，量身定制培训内容，既有
理论知识的普及，又有实践技能的传

授，确保培训内容接地气、有实效。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培训
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让更多农民能够
便捷地参与到培训中来，真正做到了
“学有所获、获有所用”。

手持双证农民的涌现，是农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推手。他们不仅掌握了
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更具备
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创新意识。在
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等
领域，他们敢于尝试新技术、新模式，
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
争力。 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为了农业
技术创新的引领者和传播者，通过示
范带动， 激发了周边农民的学习热
情， 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普及与应用，
为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注入了源源
不断的动力。

随着更多高素质农民的涌现，我
市农业将呈现出更加多元化、 专业
化、集约化的发展态势。 未来，我们期
待看到更多“新农人”以更加开放的
视野、更加创新的思维、更加扎实的
技能， 努力描绘乡村振兴的美丽画
卷。 同时，我市也应继续加大对高素
质农民培养工作的支持力度，为“新
农人”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
加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
业。 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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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杜林波

改革，大潮奔涌；奋斗，永不止步。 连日来，全市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
进一步坚定信心、凝聚力量。大家纷纷表示，要守正创新、
真抓实干，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把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周口实践作出新的贡献。

“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为我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绘
制了路线图、吹响了冲锋号。 我们更应当增强推进改革、
落实改革的自觉和动力。 ”市委组织部公务员二科科长万
运涛表示，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增强坚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践行新使命、展现新
担当、实现新突破、干出新业绩，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周口
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是紧跟核心、彰显初心、振奋
人心、凝聚民心的大会。 ”市中心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磊表
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不断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护
佑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为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中心医院力量。

“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充分体现了省委贯彻落实党中
央改革部署的决心和信心。 ”川汇区委副书记、城北街道
党工委书记李嫣表示，将深刻领会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把“辖区居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目标，在基层治理过
程中落实改革举措，紧紧依靠群众推动改革，集中力量办
好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
增强群众幸福感。

“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对我省当前经济形势作出了准
确研判，为商会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思路。 ”周口市连锁企
业商会会长李流通表示，将积极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
动员带领商会会员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把握市场机遇、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 做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
者，同时坚守实体经济，积极应对市场挑战，勇于担当作
为，拓展国际视野，不断推动商会和会员企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

“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围绕我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 提出了一系列关乎民生的工作部署， 让我们倍感振
奋、深受鼓舞。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街道中原社区
党支部副书记孙国轩表示， 将带领社区党员干部群众认
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将全会精神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引
领更多党员和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和志愿服务中去， 同时带着热心和爱心走
到群众中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努力打造充满温度与活力
的文明和谐幸福社区。

潮头登高再击桨，无边胜景在前头。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正以坚如磐石的信
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保持发展韧劲、激发争先活力，勠力同
心、团结奋斗、拼搏实干，奋力激荡起周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 ②9

习近平向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8 月 3 日电 8 月 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苏林，
祝贺他当选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 欣悉你当选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我谨
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并以我
个人名义，向你表示热烈祝贺。

近年来， 越南共产党贯彻落实十
三大决议精神， 深入推进党的自身建

设， 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开放事
业取得新成就。我们相信，在越共中央
坚强领导下， 越南全党和全国人民将
胜利完成越共十三大提出的目标任
务，稳步推进十四大筹备工作，朝着建
党建国“两个一百年”目标不断迈进。

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
邻邦。 去年 12 月，我对越南进行国事
访问， 双方共同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

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辟了两党两
国关系新征程、新篇章。我愿同苏林总
书记同志一道， 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
建设走深走实，共同弘扬传统友谊，巩
固政治互信，深化战略沟通，推动务实
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
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祝愿你在崇高的岗位上取得新的
成就！

就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我 市 公 开 征 求 社 会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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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夫妻的致富经
□记者 金月全 通讯员 贾团结 文/图

8 月 4 日， 走进扶沟县江村镇纪
汴行政村的扶沟县豫东乌鸡养殖基
地，眼前一万多只乌鸡排列成长长的
“队伍”，让人为之惊叹。

“90 后”负责人康保健、王盼盼夫
妻介绍，养殖基地集培育、孵化、饲养
为一体，养殖棚约 1800 平方米，养殖
数量约 11000 只。 他们养殖的白凤乌
鸡，外观奇特，性情温驯 ，喜爱群居 ，
耐热性好。 乌鸡年产蛋约 181 万枚，
年孵化量约 60 万枚。

据了解，豫东乌鸡养殖基地依托
扶沟县豫东乌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合
作社建于 1981 年， 是康保健的父亲
康玉东白手起家建起来的，康保健可
谓子承父业。

乌鸡和乌鸡蛋营养丰富，是补虚
劳、养身体的上好佳品。 随着生活品
质的提高，人们对健康食品的需求增
加，对乌鸡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乌鸡
养殖的前景越来越广阔。

为保证养殖的乌鸡具有较高的
营养价值 ， 喂养乌鸡的饲料是康保
健、王盼盼夫妻自己调配的。 将杂粮、

鱼粉混合在一起，既能保证乌鸡摄入
充足的能量，也能让乌鸡产出的蛋含
有更高的蛋白质。

康保健、王盼盼夫妻将乌鸡蛋包
装成礼品 ，备受市场青睐 ，养殖基地
的效益越来越好。 随着养殖事业的发
展壮大，夫妻二人对未来发展有了新
规划。 现在，王盼盼负责养殖基地的
日常打理，康保健则通过视频直播将
种蛋卖到全国各地。

康保健告诉记者 ，下一步 ，基地
准备扩大养殖规模。 另一个养殖棚已
经搭建好了，还能再养 1 万只乌鸡，基
地养殖数量将突破 2.2 万只， 一年能
挣三四十万元，比出去打工挣得多。

乌鸡养殖只是江村镇特色养殖
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传统养
牛业稳步发展的基础上，江村镇特色
养殖业百花齐放。 目前，江村镇藏香
猪、鸵鸟、肉牛、鲈鱼、蛋鸭、乌鸡等养
殖产业已经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
路径。

近年来， 江村镇依托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业，把特色资源转
化为经济效益 ，促进产业增效 、农民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②9

王盼盼在捡拾乌鸡蛋。

������8 月 4 日上午， 中铁七局的工
人们在平漯周高速铁路跨沙河大桥
桥墩上焊接钢筋笼， 为下一步浇筑
混凝土做准备。经过 10个多月的紧
张施工， 平漯周高速铁路跨周口境
内贾鲁河、 颍河和沙河大桥桥墩建
设即将全部完工。

记者 梁照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