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崔敬）“今年的大
葱长势好、个头大，一亩地可收 6000
公斤，每公斤大葱能卖近2元，效益很
可观。我计划明年继续扩大种植面
积。”12月10日，封丘县黄德镇王陈庄
村大葱种植户张素梅高兴地说。

时下，正是大葱收获的季节。在
王陈庄村的农田里，一排排翠绿、莹
润的大葱铺满田野，长势喜人。村民
正有序地收葱、打捆、搬运、装车。尽
管忙得热火朝天，但大家的脸庞上都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黄德镇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结合当地土壤肥沃、水源充
足等优势，大力发展大葱种植产业。
他们通过引进优质品种、加强技术指
导，不断提高大葱的产量和品质。由
于当地的大葱长势好、葱身高、葱白
长，深受市场的广泛欢迎。目前，当
地大葱主要采取零售的形式走向群

众餐桌。
大葱从种植到采收的用工量很

大，这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机
会，帮助他们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我们一天能挣八九十元钱呢。”一名
正在捆扎大葱的村民王大娘说。

“黄德镇将充分发挥特色产业引
领示范带动作用，推进辖区农业转型
升级，不断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
提高土地综合产出效益，用特色产业
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黄德镇党
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王建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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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志松 通讯员
牛雪）大烩菜、卤面、肉丝面条、米
饭……牧野区王村镇牛村老年助餐
点（以下简称助餐点）的饭菜传来阵阵
香气。12 月 11 日，记者在助餐点看
到，一张张餐桌整洁有序，前来就餐的
近百位老人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一
边聊着家常，好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如图）。

在现场，由牛村村“两委”和牧野
区鼎励救援队联合组织的志愿者贴心
地为每一位老人打好饭菜，并适时为
老人们添饭加汤，一项项周到的服务
让老人们感到暖胃又“暖心”。

“今天的饭菜怎么样？现在咱们
是试运营，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尽
管说，下一步改进。”牛村党总支书记
牛子福笑着问。老人们纷纷说“好”。

“平常自己在家做饭，买菜做饭，
洗洗涮涮，比较麻烦。现在到助餐点
吃饭，每个人只要一元钱，吃过饭碗也
不用刷，还能和邻居们聊聊天。每天
饭菜不重样，营养又可口，村‘两委’想
得真周到，志愿者服务得真贴心！”在
助餐点就餐的老人纷纷表示。

今年74岁的村民牛子星，老伴瘫
痪 6 年，平时他照顾老伴，儿媳妇做
饭。助餐点试运营后，牛子星吃过饭

再给老伴带点儿饭菜回去，非常方便。
据了解，为了让这一民生工程持

续、稳定地开展下去，牛村村“两委”把
废弃的诊所改造成厨房，购置各种灶
具、消毒柜；聘请有经验的厨师；提前
对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村民进行系
统培训，让村民轮流当志愿者，做好长
远规划。试运营一周以来，不少群众
向助餐点捐赠蔬菜、水果、面粉等物
品。

牛子福告诉记者，老年助餐服务

是老年人普遍关心的民生需求，也是
村“两委”最关切、最重视的民生实事
之一。一方面，老人在“家门口”享受
助餐服务，解决了老人的“就餐难”问
题，从而保证了老人的饮食健康。另
一方面，“助餐点”在为老人带来美食
享受的同时，也成了老人们分享快乐
的聚集地，不少老人利用就餐的机会
唠唠家常、聊天解闷。这短暂的交流
消除了老人们的孤独感，也加深了邻
里间的感情，增强了老年人的幸福感。

牛村老年助餐点
暖胃又“暖心”

本报讯（记者 崔敬） 热腾腾
的卤面、香喷喷的炒菜、暖洋洋的
热汤……12 月 10 日，走进封丘县王
村乡西王庄村老年食堂，老人们三三
两两坐在一起，一边吃着“美味佳
肴”，一边唠着家长里短，处处洋溢着
一片“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的温馨气息。

一间食堂藏人间烟火，一餐热饭
尝温情暖意。今年以来，王村乡积极
盘活党群服务中心、闲置校舍等阵地
资源，立足不出村养老、家门口养老，

实地调研各村老年食堂的开灶条件，
科学选址、精准试点打造了 5 个集餐
饮服务、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老
年食堂。

西王庄村老年食堂作为该乡试
点打造的首批老年食堂，村“两委”班
子格外重视。他们在抓好用餐环境
的同时，针对老年人的饮食习惯，打
造了以清淡、软糯为主的菜品体系，
实现了饭菜的少油少盐、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同时，当地紧盯用餐安
全，让老人们吃上了干净饭、放心饭。

一份份热气腾腾的饭菜从厨房
端出，工作人员忙前忙后为老人们取
餐具、端饭菜，食堂里饭菜的香气与
工作人员的和气交织在一起，汇聚出
浓浓的孝老意和敬老情。如今，许多
独居老人不需要在家开伙，就可以顿
顿吃上热菜、热饭了。

据了解，当地将持续加大老年食
堂等养老项目建设运行力度，全力解
决 60 周岁以上空巢老人、低保户、独
居老人的“吃饭难”问题，真正把老人
的“需求清单”变成民生“幸福清单”。

老年食堂传递幸福“食”光

本报讯（记者 李蕊）“走，听听我
们新改编的戏曲。”12月11日，在高新
区振中街道金谷社区，居民高华芹边
走边说，脸上洋溢着笑容。

跟随高大妈的脚步，记者来到
金 谷 社 区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的“ 格 子
间”，七八个老年人，有人拉弦子，
有人打鼓点，咿咿呀呀传来改编的
戏曲唱段：“亲家母咱都坐下，一起
说说新变化……”

社区会聚辖区31位戏曲爱好者，
创设“群英荟萃”戏曲文化传承普及项
目，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就是活动

“基地”。经过近一年的培育，该项目
今年在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评
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格子间’是社区闲置用房改装
而成，音响器乐和服装、道具都是居
民凑出来的。”金谷社区党支部书记
娄雅琳介绍，社区搭台、群众补台，共
唱大戏，这是让群众乐享生活的一个

“幸福秘籍”，不仅盘活社区用房空
间，也为群众营造出更丰富的生活氛
围。

此外，该社区辖区及周边有中小
学校4所，为做好未成年人社区教育，
他们先后引入资质优良的第三方公益
学习机构入驻社区用房，开设儿童绘
画、书法、声乐器乐等培训班，帮助孩
子们在课余时间培养兴趣爱好。

“兴趣班就在家门口，方便又省
心。”蓝堡湾小区的一名居民专程给社
区送来锦旗，拉着娄雅琳表示感谢，诉
说可感可触的新变化。近期，又有企
业捐助了一批健身器材，满足居民健
康需求的活动室自然“长”成。

金谷社区以群众实际需求为出发
点，不断整合资源，增加多元优质普惠
服务供给，积极探索服务新模式，确保
各项惠民措施蹄疾步稳，纵深推进，不
断擦亮“乐享金谷”社区品牌。在此基
础上，金谷社区启动万人规模小区的
业主大会，成功选出业委会，促进居民
自治；联系郭小庄村闲置土地资源，发
动退休居民及志愿者进行耕种，体验
收获的满足感……

“什么样的生活才叫幸福？”回顾
以往的社区工作体会，娄雅琳坚定地
说，“还是社区群众自己说了算。”

金谷社区
乐享生活的

“幸福秘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