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19日 星期三
第326期（总第534期）
责任编辑：田迪宇 童华岗
组版：王宏伟 校对：周震东

在 这 里 读 懂 钟 楼

新闻热线：88890092
邮箱：xzlnews@163.com

社址：新北区龙锦路1590号常州现代传媒中心 / 邮政编码213022 / 监督举报电话88066337 / 投递质量监督电话86602046 /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20401419950001 /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111号 / 零售价 2.00元

8

本报讯（薛暮嵘） 6月 12日，
区委书记沈东率钟楼党政代表团赴
陕西省镇坪县开展苏陕协作交流考
察并召开座谈会。镇坪县委书记李
平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在镇坪县，沈东一行先后考察
了飞地现代中药产业园区、陕西吉
食卤食品有限公司、陕西远鹏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等地，并召开钟楼
区·镇坪县苏陕协作与经济合作工
作座谈会。沈东强调，镇坪和钟楼
资源禀赋各异、产业优势互补，有
着宽广的合作空间。钟楼区将优

选一批苏陕协作支持项目，帮助镇坪
培强做大现代农业、文旅康养、中药
等重点产业；进一步健全常态化、多
层次的互访机制，继续共同做好互派
干部挂职、专业人才交流等工作；进
一步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对
口协作，支持钟楼企业深度融入镇坪
经济社会发展，鼓励两地持续扩大民
间交往交流，把“钟·镇”合作打造成
苏陕协作的样板、乡村振兴的示范。
当天，钟楼区向镇坪县捐赠了帮扶资
金，双方签订《2024年苏陕协作重点
工作备忘录》。

区领导赴镇坪开展协作交流考察

本报讯（钟萱） 6月 14日，钟
楼区2024年“钟青力量”中层干部
培训班、“钟新力量”年轻干部培训
班、人才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
班顺利开班。

会议强调，钟楼干部教育培训
工作通过多年的实践、总结、提炼，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丰富的体系，
旨在以培训为契机，激发学员“等不
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

“坐不住”的紧迫感，以个人的成长
成熟持续释放干事创业的强大内生

动力。政治忠诚是首要品质，要头脑
清醒做到知行合一；磨砺成长是必经
之路，要勤学本领也要久久为功；担当
作为是强大属性，要敢做敢拼还要善
作善成。

本次三个培训班，包含理论专题
教学、党性实境教学、现场实践教学、
协作交流研讨等元素，能够有效帮助
参训学员深化学习思考研究，进一步
提升做好本职领域工作的能力水平，
为钟楼“四大功能区”建设凝聚更大
合力。

“钟青力量”“钟新力量”开班

本报讯（薛暮嵘）6月14日，区
委书记沈东率钟楼党政代表团赴青
海省班玛县开展苏青协作交流考察
并召开座谈会。班玛县委副书记、
县长扎西东智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在钟楼区·班玛县苏青协作工
作座谈会上，沈东指出，钟楼区将鼓
励引导社会各界赴班玛参与洽谈、
消费对接。特别是围绕班玛生态旅
游资源，深化侨裕集团等与班玛县
的结对合作；围绕班玛特色农产品，
在钟楼区布点销售专柜；探索依托
新运冷链、肉墩墩等供应链平台，实

现农产品产运销一体化运作；将王柔
村打造成苏青协作乡村振兴示范村。
深化“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创新开
展“空中教研”“远程医疗”等合作模
式，共同提升两地的教育教学和医疗
护理水平。在持续推动全国高校常州
校友会联盟与班玛县灯塔乡寄宿制小
学慈善公益助学合作协议的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社会帮扶渠道，加快形成
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协同并
进的大协作新格局。当天，钟楼区向
班玛县捐赠帮扶资金，双方签订
《2024年苏青协作重点工作备忘录》。

区领导赴班玛开展协作交流考察

本报讯（周晓玲）今年6月是
全国第23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
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畅通生命通道”。6月15日，2024
年钟楼区“安全生产月”咨询活动在
中国邹区会展中心顺利举行。

活动中，钟楼区钟蓝救援队现
场展示触电应急操作技巧，互动讲
解应急逃生、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
多样的应急救护知识，提升大家的
避险自救意识和能力。13位行业
领域代表宣读《安全生产承诺词》，

承诺坚持安全发展，坚决履行安全生
产第一责任人职责。近年来，区委、区
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始终坚
持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为重点，
全面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全
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在接下来
的“安全生产月”中，钟楼区将集中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咨询、科
普教育、应急演练、排查整治活动，进
一步落实安全责任，夯实安全基础，切
实提升全民安全意识，以高水平安全
保障高质量发展。

钟楼区“安全生产月”活动举行

本报讯（何一智 宋娟 董伽
成）昨天是一年一度的中考首日，
为切实做好中考保障，为广大考生
营造整洁、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
区城管局、钟楼交警大队等部门为
赴考学子做好精准部署，全力保障
莘莘学子的逐梦之旅。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也提前对中考考场周边的食
品经营企业进行了安全检查。

区城管部门通过增加勤务班
次，持续加大街面巡查力度，在各

考点周边做好沿街商铺、流动摊贩、
共享单车停放、跨门占道经营等各项
管理工作，最大限度确保考点周边环
境安全，特别是对扩音喇叭、建筑工
地等噪音源，实施24小时不间断管
控，全力护航考生安心备考。钟楼交
警大队提前做好警力部署，共出动警
力 126人次，安排铁骑护卫小组 65
组，在各考点周边引导社会车辆合理
选择通行线路，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
通秩序。

暖心服务 护航中考

近日，五星幼儿园运动环境建设研究基地正式揭牌。该园以“玩味体育”
户外混龄运动作为其独特的教育特色，在户外运动方面推出了“林地情境运
动”项目，让儿童在更加贴近自然的环境中，通过亲身参与和体验，增强对运动
的兴趣和热爱。图为基地一角。 童华岗 王艳图文报道

“助餐+”：托起钟楼“幸福餐盘”
□王淑君 童华岗 顾克琦 朱丽雅

席苏星 李玲玲 袁 媛 陈伯平

6 月 17 日上午 10时 30 分，一股
菜香味充满了五星街道平岗村（社
区）老年助餐点的中央厨房。清蒸鲳
鳊鱼、萝卜红烧肉、清炒黄瓜、素鸡、
番茄鸡蛋汤……戴着口罩、手套的工
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将一上午制作的美
食分装好，宽敞明亮的餐厅也即将迎来
社区的130位老人。

民以食为天。银发族的三餐、打工
人的一饭，丈量着民生服务的温度与力
度。近年来，钟楼区积极把发展老年助
餐服务列入全区民生实事，按照“试点
先行、以点带面、逐步推开”工作思路，
通过“政府+企业+社会力量”等方式，
延伸老年助餐服务网络，推动老年助餐
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
续发展，同时兼顾城市打工群体中午用
餐的需求。目前，全区建成城乡老年助
餐服务点124个，其中“人人共享”食堂
18个，涌现出“食光港港好”“百姓食
汇”“村级保障老年助点”等一批深受老
年人喜爱的助餐服务品牌，让老年人暖
胃更暖心，乐享幸福“食”光。

“已经吃了两个多星期了，菜很
合我们的胃口，每顿才收1块钱！”86
岁的董素娟是平岗村的退养社员，谈
到老年助餐，她竖起大拇指开心地告
诉记者。每天中午，董素娟都会收到
送上门的可口饭菜。

从本月起，平岗村（社区）作为村
居融合社区，开始为村里60周岁以上
村退养社员和80岁以上退休工人按
每份16元的标准提供老年助残，仅收
取1元的餐费。“最初我们也是采取

‘政府补贴+村民自费’的模式外包给

第三方为老人助餐。但村里很多老
人反映，第三方烧过来的饭菜容易
冷，而且口味单一。我们就想在自己
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给村里的老人
更多福利，才设置了这个以村委补贴
为主的老年助餐点。”平岗村（社区）
党总支书记刘孟说，村退养社员曾经
都是村集体经济的“原始股民”，80岁
以上的退休工人也是村委特别照顾
的对象。据悉，五星街道共有24个助
餐点，享受助餐服务的老年人8324
人，基本做到了全域覆盖。

“这两天天气热，就想着来银丝
面馆吃一碗凉拌面，店里还有空调，
蛮惬意的！”连续高温，76岁、家住南
大街街道的谢师傅最喜欢到家附近
的河景花园银丝面馆就餐。同样，金
色新城小区对面的迎桂馒头店里，拿
着“共享食堂就餐卡”的老人们，也可
以在这里吹空调、吃午饭。

南大街街道地处老城厢腹地，
如何在老城区开办助餐点，曾是困
扰街道的难题之一。“老城厢商业繁
华，但社区办公用房面积较小，很难
再匀出开办食堂的空间，沿用其他
地区开办食堂的模式明显行不通，
我们需要走适合南大街自身的共享
食堂新模式。”南大街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姚素亚告诉记者，

在一次食堂专题座谈会上，一位居
民代表提出“不如让我们去小区门
口的银丝面馆吃一顿”，一句话为街
道干部提供了“解题”新思路。街道
迅速组织居民代表、商家负责人共
同开会商讨，既要人人共享，又要人
人满意，开了 10多次会后，南大街
街道与常州银丝面馆、迎桂馒头店
共同打造的4家人人共享食堂开张
了，服务范围辐射 8 个社区、5800
余人。这也是常州首次探索社会餐
饮参与老年共享食堂创建的新模
式。近期，街道还将丽华快餐纳入
助餐运营商的名单，开发了“南大街
街道老年助餐”微信小程序，推出不
同价位的长者套餐，目前累计点单
量已突破6300单。

“我空腹血糖有点高，血压也不
低，每次订餐系统都会提醒，让我选
针对‘三高’老年人的健康套餐，贴心
又方便。”家住北港街道梧桐苑小区
的徐浩方，今年71岁，每天中午他都
会到梧桐苑社区老年助餐点，刷脸领
取他的午餐。

“以前结算太麻烦了，我们每次
都要拿二维码过来扫，现在只要刷
脸，简单多了。”徐浩方说，智慧赋能
后的老年食堂，对老年人很友善。
梧桐苑社区是北港街道最早启动

“AI”赋能老年食堂的社区。该模式
又被运河苑社区推广采用，推出“食

光港港好”老年食堂。目前，北港片
区大部分老年居民都是这些智慧助
老餐厅的常客，此外还有不少周边
商户经营者将工作餐定在了这些餐
厅。

“我们的智慧助餐模式与银行相
关系统合作，不仅在结算上让老年人
更方便，还给每位老人建立了电子档
案，记录他们的基础疾病等信息，当
他们订餐、点餐时AI系统都会有提
醒。”梧桐苑社区党委书记冯巍告诉
记者，在AI赋能下，老年人能吃什
么、爱吃什么都清清楚楚，能定向为
老年人提供精准的助餐服务。

“环境好，又在清潭路边，在这儿吃
很舒心。”中午的阳光透过清潭路永荟
寓人才公寓一楼的“好食惠”人人共享
长者食堂，这里装修新潮，厅堂明亮，饭
菜飘香……家住清潭新村的金大爷感
叹，没想到自己还能在人才公寓吃上
饭。

“如何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为老年
人解决吃饭难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想办
法。”永红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吕萍香介绍，“好食惠”人人共享食堂
是全市首家引入社会餐饮、借助人才公

寓设置的助餐食堂。而在此之前，永红
街道仅有提供配餐外送的3家助餐服
务商，普遍存在套餐单一、菜品种类少
等局限，难以满足老年人就餐的高需
求。永红街道在广泛听取辖区居民建
议、多次走访了解居民需求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的运营模式及服
务内容，积极整合辖区餐饮企业资源，
借力街道人才公寓配套食堂，打造首个

“好食惠”百姓食堂，为辖区居民提供一
个距离较近、菜品多样的用餐选择，至
今已有4.5万人次前来就餐。

“我能走能动，除了不擅长做饭，居
家养老是最合我心意的。现在做饭问
题解决了！”家住钟楼区西新桥公寓2
幢戌单元的鲍华，75岁了，每天中午他
都会去一路之隔的幸福天年老年公寓
取餐。鲍华逢人就说，他的幸福生活多
亏了这助餐服务。

鲍华享受的助餐服务，只是荷花
池街道养老特色街区的一个缩影。荷
花池街道周边不仅新、老小区交错，人
口密集，还集中了幸福天年老年公寓、
景日安康老年公寓、朗悦老年颐养中
心等 3家养老机构、1家日间照料中
心。在这里，街区式开放养老模式依
托3家养老机构，从医疗、助餐，再到
活动、休闲等，形成了以“社区化、嵌入

式、医养型”为理念的老年友好型文化
街区。鲍华告诉记者，他是较早一批
加入助餐的老人，大家都感觉很方便，

“一顿午饭，政府有补贴，三菜一汤足
够我们吃了。”

“老年助餐服务这项工作，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钟楼区民政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郑冰茹表示，推广老年助餐
服务，既要让老年人吃得到，更要让老
年人吃得起、吃得好。钟楼区将在助餐
服务的模式多样化、设施适老化、点餐
智慧化、服务亲民化方面持续提升，同
时丰富“助餐+养老”应用场景，让老年
人在享受助餐服务的同时，也能享受到
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心理慰藉等多样
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

“助餐+老字号”，家门口暖心饭

“助餐+AI”，定向精准服务

“助餐+老年公寓”，街区养老暖心

“助餐+城中村”，系统推进助餐服务

“助餐+人才公寓”，高颜值又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