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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奕欣
通 讯 员 孙玲 谈莉雯 王羽柔 李晴

随着7月入伏，常州连续发布高温
橙色预警。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对于
很多老年人来说，更是难熬。记者连
日走访见到，为让老人们安度高温天，
各社区、养老机构、助餐点多方发力，
想方设法为老人提供各种生活便利。

助餐点：夏日菜单不断翻新

24日中午，在丁堰社区第一网格
老年助餐点，85岁的徐良荣老人带着
便当盒，打包些绿豆粥带回家。“夏天
太热了，助餐点每天专门准备绿豆粥、
元麦粥、银耳汤等不同品种的消暑汤，
吃了饭刚好喝一点。我每天打包一份
回去，家里就不用煮了，很方便。”

记者注意到，暑期气温升高以来，
助餐点工作每天早早打开空调，等待
着老人们的到来。与其他公共空间不
同的是，考虑到大部分老年人的身体
状态，助餐点的空调温度会稍高一
些。“我每天10点就过来了，在这边吹
着空调跟大家聊聊天。温度调得蛮合
适的，我们年纪大了不能太贪凉。”家
住徐窑村的朱爱娣表示。

除此之外，助餐点还在爱心药箱
里配备了防暑降温、驱蚊驱虫等药物，

“花露水、清凉油、仁丹、藿香正气水、
金银花口服液、降温贴等，老人有需要
可以随时告诉工作人员。”雨花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院长花小兰介绍。

走进潞城街道社区食堂，新安装
的三块风幕印入眼帘，它们能有效阻
隔开关门时的冷热气流交换，保证食
堂内部用餐温度适宜。免费的绿豆汤
和老鹰茶摆放在墙边，老年人在用餐
时有需要可以自取。“我们在菜品上做
了一些调整，考虑到温度高食欲会下
降，一方面我们减少了油炸、红烧做
法，菜色更加清淡易消化，另一方面我

们也推出盐水鸭、白斩鸡等比较适合夏
天的菜品，帮助老人们打开胃口。”社区
食堂负责人方传传表示，后期还将推出
凉皮、凉面等季节限定美食。

据了解，为应对高温天气，各镇街道社
区食堂和助餐点都推出相应菜品和饮品，
例如横山桥镇社区食堂推出冷菜及米糊，
戚墅堰街道社区食堂提供酸梅汤等饮品，
致力于让老年人食指大动，美味一“夏”。

养老机构：贴心服务吹来清凉风

25日下午2时许，在横山桥净慧养
老护理中心，朱官复和李玲娣老两口午
休起床，在空调间里边看电视边吃西
瓜。“每天这个时候，护理员都会给我们
送点消暑补水的，有时候是西瓜、梨、桃
子等水果，还有时候是绿豆汤、银耳羹等
饮品。”朱官复说。

据了解，从五一假期后，横山桥净慧
养老护理中心就开始为老年人安然度夏
做准备。护理中心邀请第三方公司对活

动室及各房间的空调进行检查维护和保
洁清洗；为老年人换上夏季薄被，铺设凉
席并定期擦洗；检查纱窗，购买电子驱蚊
液、花露水等防蚊虫侵扰；食堂调整菜品
口味，饮食上更加清淡，还准备了绿豆
粥、小米粥、凉面、凉粉等不同花样的食
物来提升老年人的食欲。

入伏以来，护理中心特地调整了老
年人的日常活动时间和活动内容。“原来
是上午9点半带大家做做操，现在改成
早晨凉，带他们在院子里散散步，或者在
凉亭休息一下、听听音乐。下午以室内
活动为主，会组织大家看看电影、做做手
工。”院长钱云霞介绍。

护理中心全科诊疗科室则提前预备
了藿香正气丸、降温药物等，还在各个区
域放置了一些冰袋。“我们在夏季来临之
前组织了员工培训，增加查房次数，控制
房间的温度湿度，避免冷热交替导致感
冒、头晕、腹泻等问题。”护理部部长李桂
敏介绍。

社区：志愿者勤跑腿关爱独居老人

入夏以来，随着温度不断升高，各村
社区的独居老人就成了工作人员心中最
深的牵挂。各村社区工作人员都通过电
话沟通或线下走访的形式，了解本辖区
范围内独居老人的生活状况，并叮嘱他
们一些高温天气的注意事项，为有需求
的老年人提供帮助。

不久前，站北社区开展“夏日送清
凉”行动，在炎炎夏日的炙烤下，网格员
们提着防暑降温用品、消暑水果等，逐户
上门走访探望辖区内的残疾、重病、独居
老人。“阿婆，我来给您送清凉啦！”网格
员单凌敲响了王奶奶的家门，她将防暑
用品一一递到老人手中。与王奶奶聊了
会儿家常，临走时她叮嘱道:“您跟老伴
儿一定要保重身体，尽量少出门。在家
要记得开空调，别舍不得用电。要是需
要买菜或是取药，打电话告诉我，我给您
送来。”

此次“夏日送清凉”行动，站北社区
网格员共走访30余户残疾或独居老人，
为他们送上洗发水、花露水、电风扇、哈
密瓜等夏令物品及消暑水果，检查了家
中燃气安全，更送上“随时找我”的温暖
承诺。

7月22日下午，在河苑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夏季送清凉温暖老人心“Ping”
安一夏活动举办。活动邀请十余名老年
群体代表来到现场。“三伏天大家一定要
注意防暑降温，开好空调，平时多喝水。”
社区副主任宋丽丽给大家讲解了一些安
全度夏小知识。从去年开始，河苑社区
组织辖区内青少年群体于老年群体结
对，每个孩子结对5户人家，在入伏初期
走访慰问并送上花露水、毛巾、消暑水果
等物资，了解辖区内老年人的诉求并及
时反馈给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这种形
式，不仅加强了青少年群体的社会责任
感，也提升了老年人生活的幸福指数。”
宋丽丽表示。

记者走访社区、养老机构、助餐点——

花式“送清凉”保障老人安然度夏 本报讯（孙婕 夏晨希 房玥） 7
月 16 日早上 10 点多，位于常州经开
区潞城老街的社区食堂——春晖餐厅
人声鼎沸，点餐区排起了长队，附近居
民赶来“尝鲜”。这是常州经开区第5
家社区食堂，与养老助餐点形成互补，
满足全龄友好用餐需求。

红烧鱼、白灼虾、酸菜鱼……餐厅
的经营方“巴渝人家”店长沈德银告诉
记者，当天近 40 道餐点，分为 2 元、3
元、4元、6元、8元、13元6档，是基于
一定性价比之上的“平价”。所有的蔬
菜及各类肉制品均实现了源头供应，
从田间到餐桌的过程中都实现了全程
可追溯。

“来一份豇豆炒鸡杂、盐水鸭、韭
菜百叶。”选好菜，到收银处扫脸、付
钱，家住公园壹号的赵德振坐下来用
餐。总计19元的午餐，79岁的他自掏
腰包15元，享受经开区老年助餐服务
补贴4元。“这里环境好，窗明几净的，
味道也不错，吃得放心。”

据统计，当天午餐人流量约 300

人次，沈德银介绍，社区食堂与中餐厅
空间互通，可在用餐高峰期统筹安排，
一次可同时容纳260人用餐。

春晖餐厅所在位置，曾是潞城老
街一处空置的老厂房，周边老年居民
较多，为盘活闲置资产，几经讨论，选
择了餐饮主题，希望餐厅在运营中呈
现为民服务的“人情味”。

用餐过程中，社区志愿者不时询
问用餐的口感，并记录下了居民们的
意见——老人年龄大了，有没有可能
实现送餐？除了刷脸，腿脚不便的老
人可以通过亲属代领吗？能够提供一
日三餐吗？

当天来吃饭的老年人居多，不少
人享受了优惠补贴。常州经开区社
会保障和卫生健康局养老服务科副
科长费洋介绍，有意愿的老人可携带
相关证件向村（社区）申请，由村（社
区）工作人员采集相关信息并提供就
餐二维码后，老人可在助餐点扫脸或
扫码就餐，同时根据政策享受相关优
惠补贴。

家门口的“平价”之选

□孙婕 丁文锦

夕阳的余晖洒满天际、音符与光影
相互交融，共同绘制出一幅浪漫的画
卷。7月19日至22日“音悦横山·FUN
肆嗨歌”为主题的“落日音乐会”在芳茂
山公园开唱，村民、职工成为表演主角。

来得早的听众特意挑选了前排的
座椅，时不时与台上的歌手“合影”，不
乏“在芳茂山公园听歌呢”的声音，邀
请家人和朋友享受音乐live。

“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
悲……”一首《忘情水》，刘德华的代表

作让音乐会开局便是“王炸”，虽然永葆
环保的张春玉模仿不出天王独特的嗓
音，但情感饱满的演唱方式，引得众多听
众热情跟唱。

《惜别的海安》《爱一个人好难》《再回
首》《大城小爱》《夕阳醉了》《伪装》……一
首一首经典歌曲带领听众与年轻的自己
再度重逢，上演着“疯狂”的青春。“横山小
乐队”专场，精心挑选了一系列经典曲目，
将摇滚的激情四溢与民谣的温柔细腻相

融合，甚至有大小“歌迷”们走上台一展歌
喉。情侣、闺蜜、亲朋、好友，不管是“i人”，
还是“e人”，都在“落日音乐会”上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位置。

来自恒耐集团的罗玉兰已经报名了
今年横山桥镇的职工歌手大赛，她把这
次音乐会当试练。“候场还很紧张，等到
登台就好多了。”第一天演唱的她还曾忘
词，不过台下听众的热情鼓励，她颇为感
动，第二天又挑了《再见只是陌生人》深

情演唱，还收获了小粉丝的欢呼。
横山桥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周杰

介绍，“落日音乐会”一共持续3周，来自
新安、奚巷、东风等村的居民与江南集
团、兰陵集团等企业的员工们在不同地
点开展主题活动，唱响落日星空的浪漫，
让更多居民感受文化风景这边独好。

音乐会期间，志愿者们还向游客发
放各类小手册与文创小礼品，共同分享
文明实践“夜模式”。

横山桥镇村民职工做主角

唱响落日星空的浪漫

本报讯 (李垚 高岷 赵玉涵)
翠叶掩映下，一颗颗水蜜桃沉甸甸
挂在枝头，每一颗桃都用纸袋包好，
足以看出农场主人的用心，穿梭在
果林之间，阵阵桃香沁人心脾。经
过 5 年的开荒后，冷晓华在横山桥
镇经营的132亩桃园迎来了丰收。

“我是无锡人，之前家里有亲戚
在阳山种植水蜜桃，来这里种桃一
是因为有经验，第二是觉得这里的
环境有潜力，可以种出好桃。”冷晓

华的青琞塘农场位于金丰村青塘坝，
距离阳山只有20分钟的车程。

要做好水蜜桃市场，光有经验可
不行，在来常州开设农场之初，冷晓华
就决定走精品路线，提前设计好了果
园的地下暗沟、水渠和种植区域，每棵
桃树之间算好间距，保障光照和吸
收。“水果种植看似简单，但要做出精
品出圈可不容易，尤其这几年常州无
锡水蜜桃‘卷’的情况下。”

江南地区主打种植的水蜜桃，有

雨花露、白凤和湖景三个品种，其中雨
花露成熟最快，白凤以个头大为特色，
晚桃湖景则以口感闻名，种植时候也
最娇贵。目前青琞塘农场主打的就是
对种植条件最考究的湖景桃。

“今年是种植水蜜桃的第 5 年，
农场种植的水蜜桃和阳山同根同
种，我们多次前往无锡阳山水蜜桃
种植合作社学习取经。”冷晓华说，
农业种植周期长、见效慢，果园合理
科学选品陆续解决了水电设施、树

势管理等问题，并采用地下浇灌、机
械化除草、智能除虫等新技术提高
种植效益。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雨水少阳
光足，农场里的水蜜桃迎来了大丰
收。冷晓华欣喜地告诉记者，今年农
场水蜜桃亩产预计能达到 3000 斤，
而且品质非常好，爽口多汁。“青琞塘
的品牌申请已经通过，我们会通过采
摘、创意游学、农家乐等形式，让大家
品尝到好吃的水蜜桃！”

亩产3000斤 鲜桃枝头俏

本报讯（何奕欣 李佳蔚 周春兰）
近日，丁堰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携
手蓝山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
开展“大手拉小手 共筑七彩梦”——
未成年人暑期系列活动。

活动在蓝山湖中央大草坪举行，
社区网格员通过生动的小故事带领孩
子们学习防溺水救护知识，播放安全
教育片《暑期防溺水警示片》，在互动
问答环节，孩子们学习了夏季游泳的
注意事项和自救措施。

在舞台区，合唱《把未来点亮》、舞
蹈《飞向希望的远方》、歌曲《暖暖》等
表演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回应。社区工
作人员为“七彩梦”志愿服务队授旗，

他们将在暑期为青少年提供志愿服
务。现场还为礼仪实践小志愿者们颁
发聘书，引导他们从小践礼修德、知礼
明德，争做文明有礼好少年。

互动区设置了丰富多样的体验活
动，气氛热烈。“彩绘防溺‘包’护安
全”儿童帆布包绘画活动，吸引了众多
儿童积极参与。“哇，好神奇！为什么
老师的手变成火焰掌了呢？像是有魔
法一样！”科学实验秀区域，精彩纷呈
的科学实验和魔术表演让孩子们感受
到了科学的神奇。

接下来，丁堰街道将继续组织多形
式的文明实践活动，让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聚人气。

大手拉小手 共筑七彩梦

本报讯（何奕欣 陈萍） 近日，常
州经开区社会保障和卫生健康局联合
龙馨社会工作服务站，组织辖区内20
名青少年儿童前往安基村未庄农庄，
开展“‘劳’以启智‘技’以润心”农耕
研学之旅。

活动中，孩子们用画笔和颜料，在
草帽上绘制自身对于农耕文化的理
解。志愿者讲述了土豆的种类、营养

价值，以及栽种土豆时选种、分割、种
植等知识，分享种植过程中的注意事
项。在农场种植专家的指导下，孩子
们团结协作，完成土豆种植。

“在这次活动中，孩子们亲自体验
了种植过程，深入了解土豆的生长环
境、种植需求，更体会到了农耕生活的
辛劳和快乐。”龙馨社会工作服务站负
责人陈萍说。

“劳”以启智“技”以润心

本报讯（何奕欣 梅嘉慧） 7月23
日起，为期 3 天的“七彩夏日‘纸’等
你来”手工夏令营暨环保文化进社区
活动在遥观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
办，30多名中小学生跟随常州工学院
副教授唐丽及折纸社的大学生志愿者
们，一起将旧物转化成有价值的手工
艺品。

“老师带我们用废纸折飞盘、折恐
龙。”来自宋剑湖小学的陈果表示，学
折纸的过程很有趣，把废纸变成小玩
具或者小摆件也很有成就感。

“废旧物改造后就能焕然一新。
有一次我跟学生们收集了几把旧椅
子，靠背部分发霉了，但框架是好的，
我们用几根绳子重新编制改造，旧椅

子翻新成了艺术品。”唐丽说。
本次实践活动分为创意再生、绿

色生活DIY、环保时尚秀、环保工作坊
等主题。“我们引导孩子们利用废旧报
纸制作收纳盒、利用快递箱制作艺术
摆件、利用废旧材料设计制作时装或
配饰并开展时装秀，让孩子们感受变
废为宝的魅力。”唐丽说。

据悉，遥观镇还将依托本次实践
活动，在秋白书苑遥观光大环境馆设
置纸艺作品展示区，打造纸博馆；结合
辖区内中小学授课内容，打造一套校
本课程，联名推广纸艺技术；围绕职工
音乐周等活动，组织“纸”等你来的专
场演出，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保护环
境的意识和能力。

创意改造 变废为宝

本报讯（何奕欣 梅嘉慧 陈洋）
扭扭棒、串珠、杯垫、漆扇、艾草锤……
7月16日上午，临津公益市集在遥观
镇小窑灯社工站启动，帮助残疾人实
现辅助性就业增收。

“我自己先在网上看教程学习，然
后再手把手教给他们，也分享怎么与
顾客沟通、怎么收银、怎么摆放物品
等。”德邻残疾人之家工作人员陈璟表
示，这些手工制品质量不错，有一定的
艺术感。除了技能上的培训，更重要
的是帮助大家克服心理障碍，让他们
在与外界的沟通中认可自己的能力，
获得参与感和成就感。

在市集筹备过程中，轻残志愿者
周惠中全程参与，“在设计摊位时，我
们想用最低的成本达到最佳效果。对
比了多个方案，打了很多个电话，最终
确定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该集市每周二、四、六、七运营，分
两个时段开展，分别是上午 7 时到 9
时，下午 4 时到 6 时。志愿者采取积
分制，每参与一次可获得一枚印章。

“我们征集了30名有就业想法的残疾
人和若干社会志愿者，每次邀请残疾
人和志愿者各2人，让他们体验收银、
售卖、手工操作、配送等不同岗位，在
各司其职的同时收获自信心、认可自
我价值。”德邻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明
峰表示，卖出的物品刨去固定开支，收
益将全部分发给残疾人。

作为公益就业项目，临津公益市
集由遥观镇慈善分会主办、德邻残疾
人之家承办，依托遥观社区菜场附近
的闲置场地打造临津公益小屋，义卖
残疾人的日常手工制品、种植的蔬菜
瓜果等，帮助他们更好融入社会、创造
价值。

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

临津公益市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