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7月13日至18日，四川大学“颐食无忧”社会实践团队走进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莲新街道宏济路长者通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及社区长寿食堂，围绕智慧、全龄友好社区主题开展调研实践活动。其间，团队成员们力求重点
探寻长寿食堂发展之路，以实地调研锻炼自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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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8月21日电（记者 谢
奔）记者 21 日从湖南省森林防灭火指
挥部办公室获悉，即日起，湖南省森林
火情火灾接警工作由各级消防救援机
构承担，森林火灾报警电话由原来的

“12119”统一为“119”。
据介绍，统一使用接处警电话后，

湖南省各级森防办纳入同级119指挥调
度系统，便于消防救援机构接到相关报
警后，同步推送警情信息，必要时可采
取三方通话，湖南省森防办将停止全省
12119报警系统运维保障。

湖南省森防办表示，各级消防救援
机构接到森林火情火灾报警后，应第一
时间将报警信息推送给同级森防办，指
导做好森林火情早期处置。各级森防
办接到消防救援机构发来的森林火警
信息后，要迅速分送至同级应急管理部
门、林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和火情发
生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公
室。

探访长寿食堂
守护老年人的美好“食”光

餐后，实践队成员跟随工作人员
进入服务中心进行参观学习。在该过
程中，成员了解到在饮食服务之外，中
心还提供了丰富的社交、文体活动，如
亲子活动、书法班、绘画班等，以此来
提供老人与他人之间交流和互动的机
会。在大厅的展示柜里，团队成员还
看见了许多老年人自带的“跨时代”产
品，如复古工艺品、书籍等。这些属于
他们的时代记忆，温柔沉淀在阳光里，
自成一方宁静的小天地。

与此同时，服务中心也积极回应
社会关切，不断提升服务品质。比如
在就餐环境上进行改善，增加餐桌椅

的舒适度，提供无障碍设施等，满足老
年人的需求。

从深入实地调研当地长寿食堂，
到采访服务中心负责人并在街道发放
问卷调查，在这一过程中，团队获知当
地养老食堂的创新经营发展模式是未
来养老服务产业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与
探索。养老食堂的发展解决了老年人
独自在家做饭的安全问题，给予老年
人食物来源保障。

据悉，目前社会上主要还是 9073
的养老模式，即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
老，7%选择其他养老方式，仅3%的老人
愿意入住养老机构。因此解决老年人

居家养老中的非常关键的就餐难问题
不容忽视，实践团认为需要“民政主导、
社区主体、社会协同”，在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活动接近尾声，成员们收获颇丰，
对于老年人就餐问题和长寿食堂的理
解也更加深刻。在未来，长寿食堂服务
项目力求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均衡
且方便可及、智慧数字型的长寿食堂服
务网络，同时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入驻老
年食堂助餐领域，让更多老年人吃上放
心饭、舒心菜，享受“舌尖“上的养老，为
老年人打造幸福“食光”。

据中国青年网

走进服务中心的长寿食堂，浓郁
的饭菜香便吸引住了团队成员，厨师
正在为刚刚蒸好的茄子淋上烧椒
酱。当天中午，社区长寿食堂有炒时
蔬、宫保鸡丁、冬瓜圆子等家常菜，荤
素搭配，营养均衡。随着食客陆续前
来就餐，团队成员也忙碌起来：协助
打餐、清扫……身体力行地参与到长
寿食堂的配餐过程。

长寿食堂主要由当地养老产业集
团组织、受民政监督管理、面向周围街
道老人开放，并通过积分进行消费，非
老年居民就餐则需自费。食堂为老人
提供三餐服务，包括堂食、打包和上门
送餐服务。通过观察，老人们拿出积
分消费卡来到服务台进行余额查询，
然后提着各自的餐具前往就餐口有序
排队并根据自身情况挑选饭菜进行打

包。“老人们的饭票一般根据他们的消
费积分来兑换。食堂提供早餐、午餐
和晚餐，每天都有不同的菜品提供给
老人们。同时，我们也有自己的站点
根据老人要求进行上门送餐服务。”相
关负责人员向团队介绍道。

“非常好！特别好吃，没有任何问
题，符合我们四川人的口味。”大爷一
边享受着午餐，一边笑着回答成员提
出的问题。一位九十多岁的奶奶是食
堂的常客，在打包午餐的同时，她分享
道：“我们一把年纪，出去买菜也辛苦，
平时在家里做饭根本吃不完，只能浪
费掉，这里的饭又便宜又健康，特别方
便。更重要的是，他们（工作人员）态
度好得很！”

出于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心，团队
就长寿食堂的内部运行机制进行了提

问。据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小罗回应，食
堂采用的食品不仅拥有养老集团特定
的供应配送链，价格也经由民政制定标
准并审核，且所有物品一经开封便贴上
标签。每日食物采样后存档三天。针
对食堂招募的员工标准也以责任心与
爱心为首要要求，其次是有要求拥有相
关服务经验和证书。此外，食堂还会进
行定期的培训与会议记录。这些细致
有序的运行机制，目的便是确保老年人
吃得放心、吃得舒适。

在被询问到发展过程中遇到过的
困难时，工作人员认为，最大的一个难
题便是老年人的消费观念不愿意转变：
他们往往并不愿意用自己挣来的钱拿
去养老。因此，现存养老食堂的经济发
展情况基本上为亏损状态，需要更多社
会上的观念转变和资金支持。

新华社杭州8月 20日电（记者
李平）19日上午9点，浙江金华经济技
术开发区洋埠镇五都钱村村民钱恒东
像往常一样，骑着“小电驴”巡查起村
里的2845亩耕地，看着郁郁葱葱的晚
稻秧苗，老钱心里乐滋滋的。

“我们这片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早晚两季稻每亩共能打 1600 多斤稻
谷。”钱恒东说，原先这片基本农田没全
部种粮食，有些种了苗木，经去年“非粮
化”整治后，如今全部种上了水稻。

为避免基本农田再次出现“非农
化”“非粮化”问题，2022 年 6 月，洋埠
镇聘请老钱为村级巡查员。“我的职责
是宣传和保护耕地，通俗地说就是当
好‘大喇叭’和流动‘探头’。”老钱说。

除了人力巡查，当地自然资源和
规划部门还在农田边的信号铁塔上安
装了高清探头，帮助老钱24小时守护

耕地。“如高清探头发现工程车辆进入
耕地等情况，后台系统会给我推送预
警信息，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老钱说。

老钱守护耕地的故事在浙江并不
是个例。

素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称的浙
江，耕地资源稀缺。为全面保护耕地，
浙江近年来一方面在省市县乡村五级
设立“田长制”和村级巡查员；另一方
面利用铁塔探头，开发运用“耕地智
保”数字系统，构建“人防+技防”的耕
地保护模式，全力守护1953万亩耕地。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
处处长宋迎新表示，依托全省 6 万多
名“田长”和村级巡查员，以及覆盖近
80%耕地面积的1.49万个铁塔探头，浙
江初步实现了违法占用耕地的早发
现、早制止和严查处，目前全省 86 个

县（市、区）的新增违法占用耕地减少
到3亩以下，其中72个县（市、区）减少
到 0 亩；全省违法占用耕地查处周期
从过去的3至6个月缩短到目前的3天
左右。

为让耕地保护措施“长牙齿”，浙江
今年以来还建立“查田长责任落实、巡
查制度落地、铁塔探头运行”等耕地保
护“三倒查”溯源机制，并对整改不力区
县，实行“冻结补充耕地指标、不予安排
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等惩戒举措，多措
并举压紧压实各地耕地保护责任。

“下一步，我们还将通过‘小田’变
‘大田’的综合整治、‘山上’变‘山下’
的‘林耕置换’试点，推动更多基本农
田的集中连片保护和高效使用，着力
形成‘地有人种、田有人守、责有人担’
的耕地保护新格局。”浙江省自然资源
厅相关负责人说。

佳肴美馔，以饱口腹

脉脉温情，颐养心灵

浙江探索“人防+技防”监管机制
全力守护1900余万亩耕地

近日，全国多个城市地铁推出“限
时免费乘坐”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夜间，
以激发城市经济活力。昨日，记者查询
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了解到，多个城市
推出地铁限免时段后客流量有所提升。

8月18日，微信公众号“福州地铁”
发布消息称，2023 年 8 月 28 日至 12 月
31日期间，福州地铁开展领电子消费券
享夜间、周末及节假日免费乘地铁活
动；市民还可以领取电子地铁公交年卡
消费券，享受购买地铁公交年卡的优
惠。

4 月 25 日，微信公众号“南通轨道
交通”发布消息，江苏南通轨道交通推
出“夏夜出行·地铁免费乘”活动，今年4
月28日至8月31日每日20时后至运营
结束，乘客享受免费乘坐地铁，不限里
程、不限次数。南通轨道交通称，此举
是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服
务业繁荣发展的号召，激发通城“夜经
济”消费活力。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3日，南通
市南大街商圈友谊桥站晚8时后免费乘
坐的乘客人数，已超过该站全天总客流
量六成，“夜购”“夜娱”“夜食”等消费越
来越火。

记者注意到，6月29日，公众号“南
昌地铁”也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推广
地铁“鹭鹭行”App，提供普惠便捷出行
服务，助力暑期夜经济发展，南昌地铁
2023年暑期(7月1日至8月31日)，每日
21时(含)后至运营结束，通过“鹭鹭行”
乘车码进站的乘客免费乘地铁。江西
媒体后续报道称，市民夜间出行热情高
涨，7月1日至7月31日，21时后南昌地
铁全线网客流总数为278.91万人次，日
均客流9万人次，环比增长26.76%。

河南洛阳地铁6月27日发布公告：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每日19时(含19
时)后至运营结束期间，使用洛易行App
或微信小程序(城市通)扫码进站的乘客，
可免费乘地铁，且不限乘车次数。

据《北京青年报》

助力暑期夜经济发展
多城限时免费乘地铁

湖南：

火警和森林火警
接处警电话
统一使用“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