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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垚
本报通讯员 王羽柔 图文报道

以网格为依托，密切关注老年人
生活；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安装智能
康养设备；社区餐厅物美价廉，符合老
年人口味；签约家庭医生，一对一入户
定期问诊……戚墅堰街道东方社区通
过党建引领老龄化工作，依托城市更
新，建立以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康养
结合为特色的“三位一体”模式。近
日，全国老龄社会建设创新案例
（2024）发布，“东方社区‘三位一体’康
养模式”案例入选。

“大数据+智能化”
老人康养共“智”

东方社区历史悠久，社区内的居
民楼主要集中在工房南区，多数建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辖区居民超过
8000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约
占40%。随着戚墅堰老城区改造工程
的推进，社区引入大数据助推智慧化
便民服务，打通了社区康养的“神经末
梢”。

在东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指挥
中心，巨大的显示屏上展示着东方社
区的楼栋分布图，屏幕一侧，社区各项
数据实时更新。社区工作人员张广宁
介绍：“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清楚
地知道每间房屋在社区的具体位置，
是出租还是空置，以及居住者是否属
于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所有信息都
可以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找到。”

社区通过调研，为有需求的空巢
老人免费安装了智能门磁、智慧燃气、
智能烟感、智能手环、智能水表和智能
监控等6种智能设备。智能门磁和智
能水表会在老人48小时未使用时发
出警报；佩戴智能手环的老人，一旦血
压、心跳、体温等生命体征出现异常，
手环也会立即报警。

“在紧急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手
机快速获取信息。”张广宁点开手机应
用软件，向记者演示。记者看到，正常
情况下，智能康养设备的位置信息标
点显示为蓝色，如果安装该设备的老
人家中出现异常，标点就会变为红
色。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可以点击红
色标点，直接向网格员下达任务，并通
知老人及其家属。网格员处理完毕
后，设备恢复正常，红色标点变回蓝
色。

链接医养资源
拓宽康养模式

东方社区老年人口众多，健康需

求成为打造社区享老康养圈的重要一
环。2022年底，经过改造的东方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投入使用，增加居民服
务功能，并专门为辖区老人设置了康
养体验区，区域内安装了自动按摩椅，
设置了家庭医生工作室，提供血压、血
氧、心率等免费检测和坐诊服务，改造
后每日前来活动的居民较之过去增长
了50%。

“不仅免费，还有医生常驻。”东方
社区80岁的居民吴忠鹤，两年前轻微
中风导致行动不便，他常去康养体验
区享受理疗服务。得益于日益完善的

“十分钟康养生活圈”，吴忠鹤坦言，生
活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幸福。

医养结合的“一站式”社区康养
还体现在细微处：社区内设立家庭医
生工作室，为老人提供健康管理服
务，尤其关注患有慢性病老人的合理
用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每
周定期前来开展身体情况监测、养生
保健和就医用药指导服务；引入第三
方居家养老机构，每月定期上门为80
岁及以上老人提供理发、剪指甲、打
扫整理房屋、聊天陪护等生活服务。
东方社区还与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合作，定期开展健康讲座和义诊服
务，为特殊老年群体提供就医绿色通
道。

融合品牌建设
丰富老年生活

随着城市发展和老旧小区改造
的推进，老年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
迈出了新的步伐。社区教育课程从
以往的知识普及型向专业系统型转
变。养教结合的探索，更是让养老服
务从“就近养老”向“就近享老”发
展。

“这里的课都很抢手。”近日，戚墅
堰康养中心老年公益课表发布，负责
人恽建美介绍，今年康养中心继续推
出广场舞、太极拳、歌唱等文体课程，
还会不定期组织甜品制作、插花等活
动。

“中心的课程设置听取了来这里
用餐、活动的老年人的意见。大家想
学什么，我们就去找资源，然后开课。”
恽建美透露，去年课表一发布，瞬间课
程就被报满，因此今年特意提前几周
做好了“新学期”课表，方便老年朋友
选择。

公益课程不仅开在康养中心，还
开在戚墅堰街道的各个社区。东方社
区的智能手机使用培训课程由常州经
开区社区培训学院的陈啸峰主讲，课
程包括手机摄影、网上购物、网上挂号
就医等，课程开了好几期，上课人数越
来越多。

戚墅堰街道东方社区“三位一体”康养模式——

让“养老”变“享老”，幸福晚年触手可及

本报讯（宋 婧 高 岷
毛佳一 图文报道） 腊月
已至，常州市级非遗项目
焦溪腊肠的传承人莫跃
技，迎来了他一年中最忙
碌的时刻。为了备战新年
市场，他的腊肠作坊内一
片热火朝天，新增的两名
工人正忙碌地穿梭其间，
协助他完成备货任务。

多年来，焦溪腊肠凭
借其独特的风味和货真价
实的品质，赢得了众多回

头客的青睐。这份喜爱，
不仅源于腊肠的美味，更
在于莫跃技对原料的严格
把控。他特意与周边农场
合作，只选用食用生态饲
料、生长满10个月的土猪
作为原料，确保每一根腊
肠肉质上乘。

为了进一步提升生产
效率，扩大生产规模，去年
12月下旬，莫跃技将作坊
搬迁至舜山小镇附近。新
作坊不仅拥有更为宽敞的

制作场地，还配备了一个
独立的晒场，为腊肠的晾
晒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同
时，还新增了20亩土地用
于自养土猪和家禽，从源
头上确保了原料安全。

在传承经典的同时，
莫跃技也不忘创新。他精
心研发了多款新口味的腊
肠，包括紫菜腊肠、麻辣腊
肠、松子腊肠以及乌米腊
肠等。紫菜腊肠与鱼一起
蒸制，肉质与鱼香相得益
彰；麻辣味腊肠适合家常
小炒，为餐桌增添别样的
风味；松子腊肠爆汁鲜香，
让人回味无穷；乌米腊肠
和原味一样，更适合烧菜
饭或蒸煮，简单却美味。

“我的手艺源自曾祖
父，历经四代传承。”莫跃
技说，这不仅仅是一块金
字招牌，更是家族几代人
的心血结晶，唯有匠心独
运，才能传承经典。同时，
他勇于创新，不断推陈出
新，让传统美食焕发新的
光彩。

焦溪腊肠口味“上新”

为新年餐桌增添别样风味

本报讯（尹 梦 真 于
欢 图文报道） 4日 10时
30 分，随着一声枪鸣，
2025“奔向魏来 幸福德
胜”德胜岛5公里迎新跑激
情开跑，500余名选手齐聚
长江边、大桥下，全情投
入、奋力向前。

此次迎新跑赛事全程
约5公里，赛道设计独具匠
心：“彩虹路”向江岸展开，
芦苇摇曳，鸟鸣浅滩，水波
微漾……赛道3.5 公里处
右转，即进入江边步道，气
势恢宏的常泰长江大桥映
入眼帘。波光粼粼的江面

与辽阔的天空相接，生态
景观与大国重工碰撞，让
跑者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
时，尽情欣赏沿途美景。
沿途的欢呼声、呐喊声此
起彼伏。“我是第一次来德
胜岛，没想到风景这么好，
真是不虚此行。”市民潘女
士带着女儿来参加比赛，
连连夸赞。

活动现场还特设“原
汁原魏”集市，20多家当地
特色品牌商家齐聚一堂，
非遗手工艺品、特色农产
品、创意礼品等一应俱全，
吸引了不少跑者和居民。

近年来，魏村街道凭
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生
态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稳步前行。此次赛事的成
功举办，也是魏村街道文
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街道将继续探索“体育+文
旅+乡村振兴”的发展模
式，打造好一年四季皆有
景的“宝藏小岛”。

“奔向魏来 幸福德胜”5公里迎新跑激情开跑

一场迎新跑，爱上一座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