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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10月 23日（农历九月初九）是
传统节日重阳节，敬老、爱老、养老
已成为这个节日的代名词。据我
市民政部门统计，截至6月底，全市
60 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有
145.08 万人，老龄化程度 21.13%，
福州成为全省老年人口最多、老龄
化程度最深的城市。

在此情形下，福州如何围绕建
设老年友好型城市，让“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变成现实？
以重阳节为契机，记者走访我市部
分养老机构、社区，探寻推动养老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福州经验”。

23日一早，记者来到全国示范
性老年友好型社区鼓楼区屏山社
区，只见华屏苑小区前的小广场上
节日氛围浓郁，法律咨询、义诊、义
剪、水质检查、防诈宣传等活动传
递出浓浓温情。不仅如此，重阳节
前，屏山社区已组织百名老人前去
镇海楼登高望远，开展游园活动。

在屏山社区党委书记陈明凤

眼里，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场所，
与老年人的关系最直接，也最密
切。屏山社区依托“长者食堂·学
堂”，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在为
老人提供安心实惠用餐体验的同
时，挖掘党建联盟单位医疗资源，
实行医务人员轮值制度，延伸医
疗、代际照料等服务功能，备受长

者好评。
88岁的王如莲老人是屏山社

区“长者食堂·学堂”的常客，社区
里开展的各类活动中常能看到她
的身影。“我自己一个人住，所以社
区工作人员很关心我，有什么活动
都鼓励我参加。之前还组织茶话
会让我们给长者食堂提意见，心里

感觉暖暖的。”王如莲说。
如今，像屏山社区这样的长者

食堂全市共建有528家，依托“长者
食堂+学堂”养老服务品牌，满足老
年人多样化需求，让“养老”变“享
老”。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
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昨
日，福州市社会福利院同样热闹非
凡，福州市老年大学“金色年华”志
愿服务总队银发志愿者走进院内，
为老年朋友带来了10多个歌舞、乐
器表演节目。

这样欢愉的生活并不是节日
才有，而是老人们生活的常态。“以
前大家的关注点在老人们吃穿用
度上，现在更注重老人们对于精神
文化生活的追求。”社会福利院社
工站负责人朱小冉细数着福利院
里的课程安排：周一上午康复训练
操，下午合唱；周二上午手语舞，下
午观看电影；周三上午学做钻石
画，下午跳广场舞……

“我们每天活动特别多，现在
院内还在建新食堂，年底就可以去
新食堂吃饭了。”在院老人高鹤鸣
满怀期待地说。

发挥余热让老人们更有获得
感、幸福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前来福利院慰问演出的银发志愿
者都是市老年大学的老年学员，
他们发挥学有所长的专业优势和
阅历丰富的经验优势，为福利院
的老人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

“我已经在老年大学学习了五年，
主要学民族舞，不仅丰富我的退
休生活，也向社会展示了我们退
而不休、有作为有进步的形象！”
志愿者张霞说。

此外，全市 156个离退休党员
党建工作室凝聚起老党员的力量，
让社区成为他们发挥余热的新舞
台。帮小区聘请保安维持治安，积
极参与志愿服务……在“老有所
为”中，他们找到新的价值和乐趣，
活出了老年人的精彩。

昨日清晨，81岁的邱玉珍和
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下楼散
步。碰到熟人，她不忘多提一句：

“今天社区有重阳活动，可以去看
看。”

上午9点，走出乌山郡小区，
她来到鼓楼区洪山镇大凰山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门口。此时，“退休
职工欢度重阳节暨大凰山社区文
化艺术节”的舞台已经搭好，邱玉
珍在观众席前排落座。

裙摆飞扬，舞出《希望的田
野》……“花开凤凰”舞蹈队上场，
邱玉珍看得认真，每一个精心打
磨的动作背后，都跟她有关。她
既是这支舞蹈队的“新人”，也是
顾问。

今年 7月，邱玉珍搬到大凰
山社区，开始了独居生活。她向
社区自荐：“我是退休教职工，学
了一些艺术，想做一点贡献。”社
区党委书记黄冬带着她来到“长
者食堂·学堂”，这里有一间多功
能活动室，每天都有社区文艺团
队在里面活动。

“花开凤凰”舞蹈队队长赵世
雯就这样认识了邱玉珍。赵世雯
常说：“我们淘到‘宝’了！”从国标
舞到民族舞，从腰鼓到旗袍走秀，
邱玉珍都能指导，更有音乐专业
背景。每次舞蹈队排练，她都尽
量不缺席，为队员们纠正动作、排
列队形，不久便和大家成了老姐
妹。

“我喜欢集体生活，跟大家一
起活动，人也年轻，心也年轻。”邱
玉珍说。这不，演出一结束，她便
和伙伴们在现场玩起了“夹玻璃

珠”“掷沙包”等游戏。医护人员
义诊时，也表示她的血压、血糖都
正常。

临近 11点，不远处的“长者
食堂·学堂”飘来饭香，窗口排起

“长龙”。邱玉珍发现自己忘记带
“银龄福卡”了，赵世雯马上说：
“不急，我这有，你在这坐好。”不
一会儿，赵世雯就端着饭菜来了，
烤鸭、五香卷、笋干、青菜，还有米
饭和例汤，荤素搭配，价格实惠。
365 天开放的长者食堂，为老年
人烹饪一日三餐，还发展了“银龄

互助”志愿服务队。
在邱玉珍看来，这处“长者食

堂·学堂”可不简单，既解决了吃
饭难题，也开辟了多功能活动室、
书画室等区域，“健康小屋”每日
都安排不同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
来坐诊。当天下午，大凰山社区
老干部党建工作室就在这里揭
牌。

午饭后稍作休息，下午3点，
邱玉珍又来了，见证社区老干部
党建工作室的正式诞生。

“离退休党员干部与社区党

委责任共担、工作共抓，组建了爱
心互助、纠纷调解、关心下一代、
社区监督等老干部志愿服务队
伍，退休再上岗、余热再生辉，为
社区治理持续贡献‘金秋力量’。”
黄冬向大家介绍。

作为工作室成员，邱玉珍今
后要忙的事可能更多了。晚
上，带着新身份和新责任，她在
散步时也开始了新思考：“既然
社区提供了平台，我作为退休
党员，就要多想想怎么发挥光
和热。”

“养老”变“享老”点亮幸福晚年
——探寻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福州经验”

本报记者 叶欣童

八旬“再上岗”老人的一天
本报记者 莫思予 实习生 傅亦静 通讯员 彭辉

【“数”说鼓楼养老】
“鼓楼区共有 60 岁以上老年人

14.27 万人，其中居家社区养老占
99.2%。”鼓楼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鼓楼深入践行“三个如何”
重要指示，构建了“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
立体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鼓楼交
出养老新答卷——

有典型，屏东、大凰山等 6 个社
区被命名或拟命名为全国示范性老
年友好型社区；

有保障，每年为60岁以上户籍老
年人购买意外伤害险，为1477名失能
老年人购买“长护险”，为80岁以上老年
人发放“六助一护”居家养老服务券；

有“知味”，深化“长者食堂+”建
设，高标准建成 75 家“长者食堂·学
堂”，这些场所将融入“四点钟学校”、
康复训练等功能；

有“医靠”，全省首创“积分制”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引入137个医
疗团队，定制66项居家医疗服务。

老人在屏山社区长者食堂学习插花老人在屏山社区长者食堂学习插花。。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邱玉珍参与重阳节夹玻璃珠游戏。本报记者 池远摄

邱玉珍（中）与朋友在长者食堂一
起吃午餐。 本报记者 池远摄

重阳节来临，我市各地通过丰
富多彩的活动，为老年人送去关爱
和温暖，营造出孝亲敬老的浓厚氛
围。

学民俗 品糕点
23日，市委文明办、鼓楼区文

明委、鼓楼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主办的“福满金秋 爱在重阳”——
2023年“我们的节日·重阳节”福州
市主场鼓楼区专场活动暨“节日感
党恩 共话新时代”主题活动在华
大街道屏山公园举办。

登高游园会是当天活动的亮
点之一。从屏山公园拾级而上，沿
线设置“看图猜成语”“投壶之礼”

“垃圾分类”等文明互动打卡区，让
参与者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了解民
俗文化内涵等。

在“中国好人”、闽都文化专家
方杰讲解登高、放纸鹞、吃九重粿
等福州重阳习俗的同时，主办方为
群众送上重阳特色糕点，进一步弘
扬闽都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现场还开展义诊、义剪、移风
易俗等敬老爱老便民服务及宣传
活动，为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文明家庭”代表及闽都乡学讲

习所讲师代表等先进典型送上节
日慰问，进一步弘扬社会正能量、
传递文明新风尚。

听故事 忆初心
近日，“有福之州 幸福老人”

2023年“我们的节日·重阳节”福州
市主场台江专场暨“节日感党恩
共话新时代”主题活动在苍霞新城
社区嘉和苑中心广场举办。

活动在舞蹈表演《最美的歌献

给妈妈》拉开了活动序幕，武术《仙
鹤点津》、评话《风雨之夜》、朗诵
《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精彩节目轮
番上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重阳节习俗有哪些？”“志愿
服务精神是什么？”……在文明小
知识有奖问答环节，现场观众纷纷
举手回答赢得“福”礼，通过台上台
下互动让大家更加了解如何做一
个文明的福州人。现场老少同乐
包饺子、品尝九重粿等重阳习俗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孝老爱亲、邻里
守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

活动现场举行了“忆初心·听
老党员讲那过去的事”党群微论坛
活动。三位苍霞新城的老党员拿
出自家的老照片，结合亲身经历，
追忆新城往昔、讲述新城现在、畅
想新城未来，通过分享新城故事引
导广大党员追寻红色记忆，汲取奋
进力量。聆听着老党员们的讲述，
大家思绪也跟着一同回到了当年，
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重阳节期间，台江区积极发动
各级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社
区和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广泛开展重阳节主题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组织志愿者走访慰问老
干部、老同志、老党员和高龄老人，
弘扬敬老美德，树立文明新风。

赏闽剧 逛街区
看闽剧、品非遗特色小吃、领

取重阳节礼包……昨日上午，仓山
区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里热闹
非凡，2023 年“我们的节日·重阳
节”福州市主场仓山区专场暨“节
日感党恩 共话新时代”主题活动
在此举办。围绕“‘福’聚仓山 乐

享重阳”主题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陪伴现场老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
节日，也引导着年轻人传承重阳民
俗文化，弘扬爱老敬老传统美德。

“七溜八溜不离福州，鱼丸、扁
肉、肉燕……”上午 9点 30分，情景
戏歌《七溜八溜 不离福州》拉开了
活动的序幕。舞台瞬间变身古朴
街区，身着古装的“摊贩”提着灯
笼，端着鱼丸、肉燕等，吆喝售卖，
中间穿插着舞蹈等表演，展现一派
繁华的福州古街区图景。

文艺演出环节，闽剧《荔枝换
绛桃·投荔》选段、《王莲莲拜香·盘
答》等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让现
场的老人听得津津有味。

现场还设立了关爱老人志愿
服务区、非遗特色小吃品尝区、重
阳节爱心派送区、老有所乐游戏打
卡区等多个体验区，为老人提供义
诊、免费品尝等服务，发放“太平长
寿面爱心礼包”，深受老人喜欢。

“今天过来逛街区，没想到碰
到了办活动，街区很有特色，节目
很好看，小吃很美味，礼包很暖心，
今年的重阳节真是让人难忘，生活
在有福之州很幸福。”市民王登兰
说。

看表演 学政策
本报讯（记者 林晗）昨日上午，五里亭御

榕府广场热闹非凡。由省社保中心、市人社
局主办，市社保中心承办的主题为“学思践悟
建新功 人社情暖夕阳红”——重阳节慰问退
休人员文艺演出在这里举行。

本次演出队伍主要由企业退休职工组
成，演出以歌舞形式为主，辅以小组唱、独唱、
情景快板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宣扬了社
保机构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也展示了退休
人员的美好生活。

活动不仅有精彩的表演，还有内容丰富
的社保政策宣传。

“参保 15年，办理退休后每个月能领取
多少钱？”“我快到退休年龄了，但社保缴纳未
满15年，可以补缴吗？”……活动现场设置了
生动有趣的有奖问答环节，围绕“社保服务进
万家”、社会保险政策、养老金防欺诈等问题
展开。活动主办方组织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
单页、宣传册及现场答疑等方式对养老金资
格认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政策
进行了广泛宣传，志愿者还为社区老人送上
线面和鸭蛋。

展风采 过佳节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 莫思予 通讯员

冯小妹）台上，身着节日盛装的老人精神矍
铄，太极“八段锦”一招一式稳健扎实；台下，
老人们边吃蛋糕边欣赏，不时报以热烈的掌
声……23日上午，鼓楼区洪山镇杨桥西路融
汇江山小区门口，洪山桥社区的老人们自编
自演节目庆祝重阳节。

“我练这个七八年了，社区给我们搭建了
一个展示的好平台，我们要利用重阳节的舞
台，秀出福州老年人时尚健康、昂扬奋进的时
代风采！”77岁的金翎燕老人笑着告诉记者。

80岁的林三妹是腰鼓表演队成员，也是
10名成员中年龄最大的。最近为了参加活
动，她与队员们几乎每天都在排练。“我们自
编自演节目来庆祝自己的节日，十分开心，也
很有意义！”林三妹说。

洪山桥社区晨练队队长孙春香介绍，晨
练队 43名队员全部都是居住在社区里的居
民，大家经常在一起排练节目，既丰富了业余
文化生活、锻炼了身体，也能为社区工作出一
把力。

当天，在 2023年“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洪山桥专场暨“节日感党恩 共话新时代”主
题活动中，社区和辖区单位的志愿者们热情
地为老人们一一送上蛋糕，为1004名70岁以
上老人送上太平蛋、太平面等慰问品，对于一
些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社区还组织上门慰
问。

又讯 23日上午，鼓楼区洪山镇象山社
区开展“浓情迎重阳 巧手制香囊”主题活
动。讲解一番重阳节的习俗后，活动主办方
为参与者发放制作茱萸香囊的材料。大家跟
着老师的步骤，一边沟通交流，一边制作香
囊，现场飘散着艾草、茱萸的芬芳，一个个小
巧的茱萸香囊随之诞生。

老人参加登山活动老人参加登山活动。。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张旭阳摄

如何为家中“一宝”选鞋？
本报讯（记者 沐方婷）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昨日正值重阳节，记者走访福州多
家线下鞋店发现，给家中“一宝”买一双舒
适的老人鞋是不少儿女表孝心的方式之
一。老人到底适合穿什么样的鞋？老人鞋
是不是真的越防滑越好？采访过程中，记
者发现不少消费者乃至鞋店销售人员都不
清楚，一些人对此含含糊糊甚至夹杂着一
些错误认知。

当天下午，记者在北大路一家鞋店内看
到，店内客人络绎不绝。“90后”市民小刘想
给奶奶和外婆分别买一双老人鞋，她告诉记
者，奶奶和外婆年龄大了，平时走路容易跌
倒，希望买两双防滑的鞋子，但是到底哪些鞋
合适，她也不懂，“店员怎么说就怎么听，感觉
应该没问题。”

鞋店老板告诉记者，这家店开了近 20
年，主打中老年人的鞋子。当记者询问，老人
到底适合穿什么样的鞋时，老板却语焉不
详。“鞋底是不是越软越好？”记者又问。“那也
不是，不硬也不软是最好的。”老板说，平时她
家里老人穿什么鞋子，她就常给顾客推荐什
么鞋子。

什么样的鞋才真正适合老人？除了舒适
之外，老人鞋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我省质
量检验人员介绍，鞋底过硬，走多了容易累
脚；过软容易造成脚弓塌陷，起不到应有的支
撑和防护作用，软硬较为合适的鞋底在按压
时，应该有一定变形，手指能感受到鞋底回
弹。

对于大多数人比较关心的防滑性能，一
般情况下，EVA鞋底材质的防滑性能较差，
橡胶或橡塑鞋底材质的防滑性能较好，同时
鞋底花纹、深浅、宽度等也会影响防滑性
能。但专家提醒，鞋子不是越防滑越好。因
为摩擦系数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容易卡滞，
行走时可能会因脚底牵绊缺乏灵活性而摔
倒。

同样，过于宽松的鞋子会缺乏包裹性，容
易发生崴脚等情况。此外，为尽量避免对膝
关节、脚踝等处的损伤，可以试着将手伸进鞋
子内部按一按，感受鞋子的回弹力度，尽量选
择具有一定减震性能的老人鞋。

我们的节日·重阳重阳

多彩活动庆重阳 孝亲敬老暖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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