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
独居老人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加上
家庭养老功能的日益削弱，原来由家
庭承担的赡养功能转向社会养老服
务。 在社区中，独居现象也备受居委
会等当地部门的关注。

黄文斌介绍， 在通河一村 1万
多名常住人口中， 还生活着许多老
年人， 这些老年人就包含着约 150
位独居老人（纯老和独居）。

“有些子女不在身边，住得又比
较远，所以照顾起来相对比较麻烦；
有些就是一个人， 平时我们总要每
天上门进行关怀。 这些老年人在家
里没有事情可做， 我们就想着能不
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为他们的晚
年生活带来一些快乐， 让他们感受
到来自社区家庭的关爱。”在大背景
及社区现状下， 黄文斌开始了探索
社区为老服务的道路。

他曾走出宝山，到普陀、浦东等
区进行观摩学习， 还曾到张庙街道
下属的 30多个居委取经；他还联系
社区共建单位， 进行资源共享……
2014 年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由原来
的 2楼加盖到 3楼， 满足了居民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后又经过 4
个多月的筹备， 在街道的关心和支
持下，于 2015年 5月成立了老年日
间照料站。

老年日间照料站内含 28 个位

置，主要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老
年助餐、 精神慰藉和免费量血压等
服务。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这里的
功能远不止这些。

“成立初期，我们呼吁老年人先
行体验。 当时来了 7位老人，都认为
很好！ 老年日间照料站在一楼，大家
闲来无事可以看看电视，聊聊天，中
午还管一顿午饭；二楼还有图书馆、
乒乓室、牌艺室等活动室；三楼每天
都有合唱队、舞蹈队、沪剧队、京剧
队、越剧队、淮剧队、摄影沙龙、健身
队等社区文艺团队表演。 ” 黄文斌
说， 老年人来照料站不光是简单地
吃顿饭或者坐一坐， 他们的生活宽
度被拉长了， 大家感觉在这里要比
在家中更加有生活乐趣。

自老年日间照料站成立后，设
立一名中心管理员， 负责老人的日
常生活； 另每天安排两名党员志愿
者和一名居民志愿者轮流值班帮
忙；与社区共建单位求真中学搭伙，
解决老人午饭难题；附近幼儿园、中
小学定期为老人表演娱乐活动，定
期更换书籍供老人阅读； 社区医院
定期为老人开展常见病筛查及诊断
……

后来， 黄文斌决定将为老服务
的温暖延伸到楼组中，“因为听到大
家议论，周六在家待一天还可以，但
每逢周末就又想到这里来了。 ”因
此，为了消除老人们内心的无助感，
每逢节假日， 楼组长都要每天上门

进行关怀，帮助照料他们的生活。
大约半年后， 老年日间照料站

的位置已经全部满员，至今仍有 40
多位老人在排队等待。

现在，不断完善内涵、拓展外延
是老年日间照料站正在努力的方
向， 将社区为老服务由点及面的衔
接起来；照料站将和养老院、护理院
对接， 引进外部优质资源， 进行共
享，造福社区为老服务。

未来， 通河一村还将开设老年
驿站，降低门槛，不收任何费用，让
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充分享受优质
的生活服务。

奉献爱心 情暖人间

在黄文斌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
社区活动中心。 在门外院子中，内容
丰富的宣传栏上贴满了日间照料中
心的剪影。 照片中的老人们笑得合
不拢嘴，幸福感溢于言表；志愿者的
身影留在了每一场活动的瞬间中；
共建单位带来的精彩表演好像历历
在目……

宣传栏还设立了志愿者专栏，
详细介绍了志愿者知识。 在一周安
排栏中， 贴着日间照料中心每周菜
肴菜单，“菜单由我们的共建单位
求真中学提供，每周进行更换，因为
每一周的菜品都不一样。 这一顿午
饭 12 元能吃到两荤两素，有些老人
中午吃不完会拿一个饭盒带回家作
为晚饭享用， 可以说一顿午饭解决
了老人一天的伙食。 另外，求真中学
为老人提供的午饭与学生餐不一
样， 全部都是按照老年人的营养需
求特别制作的。”提起和求真中学的
合作， 黄文斌的眼中充满了感激之
情。

日间照料中心在一楼， 出入口
处设置了电子玻璃门， 安全系数较
高。 在中心走廊的墙壁上，挂满了国
画、水彩等作品；室内还设置了“漂
流书屋”，由学校每 2个月进行更换
一次；多肉植物摆满了房间，给老年
人的生活送去了一抹阳光……

今天， 在中心值班的是通河一
村第六支部书记，同时也是党员志愿
者于抗美。 她跟其他志愿者不一样，
因为时常惦念这些伙伴们，她三天两
头就往这里跑。 有时，老人们想念她
了还专程给她打个电话，恳求她过去
跟大家聊聊天。

于抗美有一腔志愿热情， 什么
事都要求做到最好，时常能取得老人
们的信任。 有一次，一位老人头痛难
忍，她立马停下手中的工作为老人按
摩；为了配合居委会的倡议，在前几
年的冬至时节， 她一个人紧赶慢赶，
织了许多顶帽子送给老人；前几年还
连同社区的小姐妹织围巾、织手套送
给老人……这几年，她还想着，帽子、
围巾和手套都送过了，以后还送点什
么好呢？

“白天我们也有其他志愿工作，
晚上回到家，就开始打毛线，常常累
得眼睛酸疼，也不敢懈怠。 ”于抗美
说自己性子急，做事情就想着既然做
了，就做到最好。她说，更感谢丈夫付
浩根的支持，“他也是党员志愿者，
如果没有他，我的工作不可能开展得
这么好！ ”

日间照料中心的管理员程明，
是黄文斌“钦点”的最佳人选。 平时
中心早上 8点半开门，她每次都会提
前来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开始迎接老
人的到来。 老人们也很信任她，愿意
和她倾诉， 有了事情也愿意找她商
量。“我的手机 24小时不关机，因为
有时半夜都可能接听到老人需求的
电话。 ”程明说，老小孩老小孩，对待
老人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耐心更
要有责任心。

志愿者是通河一村中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哪里有任务哪里就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 像于抗美夫妻、程明这
样的志愿者在通河一村比比皆是，正
是有了他们，社区的各项工作才能开
展得如此顺利。

共建单位 资源共享

黄文斌坦言， 日间照料中心在
他手中日渐做成型、做出规模、做出
成绩，离不开社区共建单位的大力支
持。“为什么我们的为老服务能做得
好？ 吸引了大家的参与，还能持续地
做下去？我想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共
建单位的层面上。 ”

由于时间限制，记者同黄文斌走
访了与通河一村一街之隔的求真中
学。 当时正是学生午饭用餐时间，记
者见到了学校食堂的负责人施维兴。

施维兴对学校的食堂工作很有
自信，他介绍，求真中学的食堂被评
为上海市市级食堂，在食品安全层面
上做到了极致。“是否遵守各项规章

制度；废弃物的分类及处理是否做到
位；炒菜的温度要符合标准；就餐时
间最好在 2个小时内，否则细菌超出
规定范围……这些都是考核食堂卫
生安全的标准。 ”在他办公室中，挂
着一面由通河一村日间照料中心赠
送的锦旗，“食堂工作真辛苦， 贴心
饭菜送到口” 表达了老人们对求真
中学食堂的谢意。

当听到黄文斌提出为老服务搭
伙到食堂的事情后，施维兴没有思索
便立即答应了下来，并且还表示不要
老人出一分钱搭伙费。 他说，每个人
都有老的一天，现在为老年人做的事
情，就是为未来的我们做的事情。 最
后，黄文斌每个月补贴给食堂一个人
的工资，作为此次资源共享的费用支
出。

记者在食堂中看到学生、教师的
菜品和老年人的完全不同，求真中学
食堂的用心程度可见一斑。草头、虾、
狮子头等常见菜色一应俱全，菜质新
鲜，味道可口，就连罗宋汤中都含有
满满的菜。

在通河一村居委会会议室中，有
通河一村社区单位联席会的简介。自
2002年 9月 11日成立至今， 共同
走过了 15个年头， 召开了 23次会
议，作用与成绩有目共睹。 在这十几
个年头中，曾解决了小区的一条多年
没修的道路， 每年帮困助学两次，促
进再就业工程，各联席单位都落到实
处。 2015年在第 22次会议中，提出
了如何贯彻落实市委市府一号课题，
把社区资源融入到社区，达到资源共
享、社区共治，进行了讨论。大家纷纷
建言献策提出自身可用资源，社区建
立了“1+6+X”的居民区自制模式，
更为有序地动员社会、 协调各方，共
同为社区提供精准有效的公共服务，
通过社区这个平台，实现资源优势互
补，尽自己所能积极投身到社区自治
的建设中。

联席会可有效统筹社区资源、单
位资源和个人资源，充分发挥不同群
体的不同优势， 有效整合各方力量，
在共建共享共治中使居民有更多的
获得感与满意度， 资源都能共享、共
建、共有，尤其对社区管理带来了极
大的好处。

通河一村把为老服务当成事业
在做，黄文斌说，每一年都要为居民
做一件实事，给大家的生活带来翻天
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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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闫冬
通河一村作为张庙街道管辖范围内， 面积数一数二的

大社区，共有住户 4000 多户，1 万多常住人口。因此，社区
内的事务众多，管理起来也较为繁杂。 小区在 2002 年启
动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之上，撤三建一后由通河一村居
委会统一管理。 周边经过多年发展，附近高架、地铁均已建
成，并可连接内、中、外三环，小区周围的交通极为便利。

上次来到通河一村的时候，偶然间，记者看到刚参加完
活动准备回家的老年人，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每个人的怀里还抱着志愿者在活动上赠送的布艺装饰画。
虽然当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但记者却被眼前的愉快气
氛所感染。 一位老人说，“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社区为
我们开展多种活动，让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志
愿者们也都很喜欢照顾我们， 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家的关
怀。 ”原来，助老为老虽然是社区的常规工作，但在通河一
村中，助老为老却做成了一件“特色”工作。 居委会党总支
书记黄文斌说，我们坚持每一年都要为居民做一件实事。

通通河河一一村村

““我我们们每每年年要要为为居居民民做做一一件件实实事事””

”

“

幸幸福福的的通通河河一一村村居居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