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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常山]

一套人员服务两拨人

我县探索“一老一残”融合
服务新模式

本报讯（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
者 吴建邦 本报记者 葛锦熙 通讯员
石国利）我县通过“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残疾人之家”模式，将两者的政策、
资金、场地、设施等资源进行整合，既
避免政府重复投资，又促进两类公益
性机构良性发展。

9月6日中午，记者走进新昌乡新
昌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又称“一心残
疾人之家”），一股香气扑鼻而来。一
楼大厅窗明几净，一台立式空调正呼
呼地往外吹着冷气，大厅里摆放着10
多张四方桌，40余名残疾人和老年人
正有滋有味地享用午餐。

2020年9月，在县民政局、县残联
等部门的支持下，占地面积1000平方
米的新昌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成
立。该中心设有心理咨询室、医务室、
理发室、阅览室、文体活动室和康复训
练室等功能区块，同时为老年人和残
疾人提供养老助残服务。

“目前，有30余名残疾人和10余
名老年人在这里接受服务。我们用一
套人员服务两拨人，大大降低了人力
成本。”该中心负责人江建军坦言，虽
然按不同年龄段享受福利，来此用餐
的老年人每餐“一荤二素一汤”最多花
费6元，但大多数农村老年人还是习
惯在家吃饭。“如果每天仅10多名老
年人前来就餐，即使加上政府补贴，工
作人员的工资都难以支出，但只服务
残疾人，也仅勉强维持收支平衡。把
养老和助残结合起来，机构才实现正
常运行。”

县民政局社会福利和养老服务科
科长徐建军介绍，全县各乡镇（街道）
共有14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其中类
似于新昌乡和“残疾人之家”整合运营
的有6家。两类公益性机构整合到一
起，初始建设费用降低20%以上，经营
状况也更好。

江建军介绍，他们成立了由2名

工作人员和4名肢体健全的残疾人组
成的残疾人志愿服务小队，为行动不
便的老年人送餐，还定期上门帮助其
他重度残疾人和独居老人。截至目
前，已服务7000余人次。

残疾人帮助老年人，老年人也能
反过来帮助残疾人。在“一心残疾人
之家”的工疗车间内，52岁的庇护对象
段芝英正在手工编织拖鞋。旁边的工
作台上，展示着十余顶编织好的漂亮
草帽。段芝英相告，这些都是她和其
他庇护对象一起编织的，最初他们也
不会编这么多花样，是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的老年人手把手教的。他们将帽
子出售，还可以获得额外收入。

“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残疾人
之家在空间上进行整合，为残疾人与
老年人搭建了一座桥梁，既能锻炼残
疾人的社交能力，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也有助于老年人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
和乐趣。”徐建军说。

迎亚运保安全
筑牢消防“安全墙”

日前，紫港街道柚苑社区组织开
展消防安全培训演练活动。现场，消
防宣传员讲解了如何预防火灾、如何
处置初期火灾、火场逃生自救常识等
消防安全内容，并演示灭火器及消防
栓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醒大家要正确
用火、用电、用气，避免火灾事故发生。

通讯员 吴康 摄

“法律助残 美好‘浙’里”普法讲座走进常山
本报讯（记者 刘灵雁 陈书窗）9

月8日上午，浙江省第四期“法律助残
美好‘浙’里”普法讲座走进常山。

在天马街道渡口未来社区，省残
联八届主席团副主席何肖龙讲解了公
益慈善事业法律知识、社会组织常见

法律风险及防范等内容。随后，一行
人还前往常山县善柚悠残疾人之家，
与残疾人进行交流座谈，宣讲防诈骗
知识，引导残疾人树立法律意识。“给
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村民贵岳平说。

何肖龙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将
推进普法活动进社区、进家庭，帮助残
疾人进一步了解相关权益和法律知
识，增强法律助残维权意识和能力，提
升法律素养。

诗词进课堂
诗意满校园

本报讯（见习记者 郑兆隆 姚洁）日前，在青
石镇阁底小学五年级一班的教室内，老师正为学
生讲解宋朝名臣包拯创作的五言律诗《书端州郡
斋壁》，同学们饶有趣味地听着、读着，在琅琅诗
声中感受诗词的深厚韵味。

讲解结束后，老师还鼓励学生化身“小诗
人”，发挥想象力创作诗词。“这节课让我体会到
了包拯身上的清廉品质，我以后也会以这个标准
来要求自己。”学生王婧怡说。

作为浙江省诗教示范学校，阁底小学一直将
诗词文化作为重点文化品牌予以打造，将诗词课
编入课表，用诗词装点校园，营造了处处有诗、诗
溢课堂的浓厚氛围。“我们学校已经有20多年的
诗教历史，借助我县创建‘中华诗词之乡’的良好
契机，学校将持续深入推进诗词教学，开展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诗词活动，营造更好的诗词氛围。
阁底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陈雨华说。

接下来，我县还将引导县内各学校积极开展
诗词进校园行动，丰富学生的诗词沉淀，实现以
诗育德、以诗启智、以诗树美，促进学生素质的全
面提升。

编者按：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常山江
“宋诗之河”是钱塘江诗路文化带上的重要节点
和璀璨明珠。为大力推进诗词文化的挖掘、宣传
和弘扬，本报推出《争创中华诗词之乡》栏目，宣
传诗词之乡创建中的亮点、经验和做法，进一步
造浓“中华诗词之乡”的创建氛围。

中风后言语不清
“五针疗法”有奇效

“目前讲话清晰很多，吞咽食物也自如，太
感谢你们了。日前，患者苏女士欣喜地告诉县
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饶晓宏。苏女士2
年前突出脑梗死后出现言语不清的情况，偶伴
有饮水呛咳、吞咽困难，经多种方法康复治疗疗
效不佳，且症状逐渐加重，说话不易被他人听
清，不能吞咽食物疼痛，感呼吸不畅。

经人介绍至县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采用小
针刀技术治疗。饶晓宏接诊后耐心地介绍了该
项技术优点和注意事项等，随后进行治疗。只
见饶晓宏用针刀在患者喉部简单治疗，提醒患
者进行吞咽动作，苏女士立马感觉喉部轻松许
多。之后，苏女士又治疗了2次，说话逐渐清
晰，吞咽功能也改善不少。

“中风后遗症患者大部分有言语不利症状，
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我们通过‘五针疗法’治疗
过几十位中风后言语不利患者，疗效均满意，通
过小针刀治疗喉部几个关键点，可以让喉部挛
缩的肌群放松，能有效地改善喉部神经和血管
缺血缺氧，解除喉部痉挛，达到治疗目的。”饶晓
宏介绍，小针刀疗法是一种中医微创术，具有操
作简单、方便、省时、省钱、病人痛苦小、术后反
应轻、无并发症等特点，不仅仅是疼痛病的“克
星”，对慢性鼻炎、慢性咽炎、中风后遗症等难治
病也疗效显著。

洪小石 供稿

山林变药谷 草药富农家
本报讯（记者 刘灵雁 陈书窗）日

前，走进天马街道和平村中小学生中
草药科普研学基地，只见白术、姜黄、
桔梗等70多种中草药正蓬勃生长，药
香四溢。工人们正在做着除草、施肥
等管护工作。“本身对中药材也比较感
兴趣，我在这里管理，既增长见识又能
够赚到工资。”基地管理人员吴献德笑
着说。

和平村有山林面积约1.8万亩 ，
村里的水文、气候、土壤、温度等各项
条件十分适合中药材生长。2021年，
在县科技局的牵头下，村里与省农科
院达成战略合作。近年来，该村立足

资源禀赋，以中医药文化为基础，不断
融入林下种植、研学科普、加工、乡村
旅游等元素，努力探索实现中医药三
产融合发展。

“目前种植了20多亩，共70多个
品种的中药材，接下来，我们准备扩大
种植面积，种植更多品种的中药材。”
和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立
冬介绍，在大力推进中草药种植的同
时，该村还在中药材基地周边建设了

一幢“中草药共富工坊”，向青少年、学
生普及中草药知识，打造具有和平村
特色中草药科普研学基地。

变山林为资产，变药材为“药
财”。如今，和平村在县林水局的引荐
下，还与开化一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协议，种植黄精，共同发展林下经济，
通过“村企联建+农户参与+产业升
级”的发展新模式，有效盘活闲置林地
资源，提高土地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