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秋日下的郑州蝶湖公园色彩斑斓，市民在怡人
美景中或散步或露营，优哉游哉。 本报记者 李新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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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养老第一线我在养老第一线

（上接一版）就这样，张奶奶
才勉强同意，开始了她的“走读”
生活。三天后，张奶奶迅速融入
了养老中心的生活，再也没有提
起“不去养老中心”。

“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和社
会养老最大的不同就是把养老
服务引入社区，让老人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养老服务。”
司皖路说，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可
以为辖区老人提供托养、照护、
助餐、助浴等服务，一方面，可以
保证老人接受由专业人员提供
的专业服务，另一方面，在家门
口养老，老人“不离亲、不离家、
不离群”，减轻老人对被送到养
老机构的排斥心理。

“90后大家长”
司皖路护理专业出身，作为

养老中心的负责人，每天面对的
是一群情况各异的“老小孩儿”，

这个“家长”并不好当。
“作为一名养老机构负责

人，既要有爱心和责任心，也
要具备管理协调能力及各项
专业护理技能。”司皖路持有
护士资格证、养老护理员证、
高级家政服务员证等，是养老
行业的“全能手”。

在养老服务中心，每位老
人都有一份专属的健康档案，
记录着老人的日常生活习惯、
身体状况以及如何和老人沟通
的小技巧。

张奶奶的记忆停留在学校
时期，有人来访时，司皖路介绍
的第一句话就是“奶奶，咱同学
来看你了。”老人才会放下戒备，
拉起来访者的手唠起家常。

王奶奶是中期阿尔茨海默症
患者，特别喜欢画画，从最初色彩
认知单一，到现在已经能够清楚
辨认很多色彩、动物等，为锻炼她

的计算和思维能力，司皖路和工
作人员经常陪着老人打牌。

88岁的马爷爷入住养老中
心已有 3年，之前他因骨折、脑
梗、糖尿病等造成行动不便，工
作人员每天都会带领老人进行
站立、行走等训练，经过 3年康
复锻炼，如今老人已能够借助
辅具行走。

每天，司皖路和工作人员都
会和老人聊天、做游戏，带领老
人做手工、画画、唱歌等，这些看
似平常的举动，其实都是对老人
记忆力、时间空间认知力等方面
的训练。

“我理想中的养老院就是一
个真正的家庭。”司皖路从小被
姥姥带大，她希望，来养老中心
的每一位老人都像在家里生活，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里
这么多老人，我的任务就是照顾
好这些‘宝贝’们。”

“4050后老小孩儿”和他们的“90后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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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区党委书记，李青雯常常思考，基层治理
到底要做什么？通过工作她总结出：群众需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曾经有一天，80多岁的冯阿姨找到李青雯哭诉
说：“青雯啊，我现在照顾老伴是扶也扶不起、搬也搬
不动，整个人快要崩溃，快熬不住了……”

经过调查，李青雯发现社区居民的养老需求
是普遍现象，这坚定了她做好养老服务的决心。
经过和其他社区干部沟通协商，他们联合郑大五
附院和第三方养老机构，建成了一个占地 10余亩、
面积 1.12 万平方米、床位 317张的医养结合养老服
务中心。

冯叔入住后，在医护人员的护理下，褥疮没了，
精神状态也好了。每次见李青雯都会说：“书记，你
看我又吃胖了！”

通 过 养 老 服 务“ 大 中 心 ”的 辐 射 带 动 ，社 区
又 同 步 打 造 了 日 间 照 料 、片 医 工 作 站 、代 买 代
购 点 等 一 批“ 便 利 店 ”，成 立“ 红 色 养 老 管 家 ”
服 务 队 ，今 年 累 计 为 1178 位 老 人 提 供 服 务
3600 余次。

也是因为这样精细化的为老服务，七一三社区
被评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

爱在“七一三”枝叶总关情
——访二七区福华街街道七一三社区党委书记李青雯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张心雨崔福礼 文/图

建立社区养老机构，让社区的老人享受更为便利的服务；宣传英
雄事迹，让身边的“英雄”影响更多的人；创新服务方式，让“社区”和
“单位”有机融合……在社区工作10年，李青雯用心、用情，为一方百
姓做出力所能及的好事。

初来七一三社区，李青雯不知如何和辖区单位
沟通。

随着社区老旧小区改造、组团加装电梯等一件
件民生实事的落地，让七一三所感受到了社区为民
服务的热情，他们主动与社区对接，共同采取“交叉

任职”模式，现在所职工张春梅来到社区工作，社区
副书记到所里担任组织委员，在国企退休职工社会
化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1年，七一三所 300多名退休党员整建制移
交社区，社区积极做好教育管理，去年获评“全市示

范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以党组织为基础的共建共
享，使社区和七一三所的合作愈发紧密，并协助社区
新建三层 12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真正实现了
社区和单位之间的“双向奔赴”。

近 10年的基层经验，让李青雯对社区这片土地
爱的深沉。她说：“我将初心不改、为民造福，让党组
织成为‘一面旗’、党组织书记成为‘一盏灯’、党员成
为‘一团火’，引领带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新时代变成真实的模样。”

文化是团结之根、和睦之魂。
李青雯聚焦七一三社区特有的文化元素，打

造了“船舶文化长廊”，设置了“五平米朗读阁”。
为了连接两代人的情感，社区还开展了阅读分享
活动 121 期，获评全区服务群众项目第一名。这

种文化传承和认同感，促使邻里之间的相处愈发
和睦。

提到文化传承，让李青雯印象最深的是在她们
辖区曾居住着当年河南省唯一健在的“飞虎队员”李
占瑞。她结识李老先生时他正好 100 岁。巧合的

是，没过几天，社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王文其拿着
一本杂志找到李青雯，封面有李占瑞佩戴勋章的照
片，他说“我要能找到这位飞虎队员，一定为他拍多
一些素材保留”。

就 是 这 样 的 机 缘 巧 合 ，李 青 雯 成 为 李 占
瑞 老 先 生 和 王 文 其 的“ 牵 线 小 红 娘 ”，并 为 他
们 策 划 了 一 期《摄 影 家 的 追 星 梦》宣 传 片 ，深
受居民的喜爱，这个宣传片还在共产党员网进
行展播。

“优服务”打造“康养乐园”

“兴文化”共育“和美社区”

“强共建”实现“双向奔赴”

李青雯慰问老党员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孙婷婷）以“券”
为媒，激发消费潜力，助推秋季消费市场
持续升温。10月 10日，记者从省商务厅
获悉，第二期河南省金秋消费券于今日
10点启动发放。

据了解，本期消费券同时在云闪
付和支付宝平台发放，云闪付平台可
领取餐饮、住宿、电影消费券，电影消

费券可在线下影院和线上猫眼 APP
购票使用；支付宝平台可领取餐饮、住
宿消费券。消费券使用期限是10月 11
日 10:00~10 月 20 日 24:00。消费者
在领取消费券后须在有效期内使用，
每次消费最多核销 1 张消费券，逾期
未使用自动作废。

据悉，此次发放的不同种类的消费

券，分为不同面额。比如，餐饮消费券分
为 4种面额，包括满 20元减 5元、满 50
元减 20元、满 150元减 50元、满 300元
减 100元；住宿消费券分为 2种面额，包
括满150元减 50元、满300元减100元；
电影消费券分为 2种面额，包括满 20元
减10元、满40元减20元。

本期消费券所有定位在河南省内的

人员（包括外地来豫人员）均可申领。每
人可从每个平台领取3张消费券，同1张
消费券不可重复领取（比如可领取不同
面额的餐饮消费券 3 张；也可领取 100
元、50元餐饮消费券各 1张，50元住宿
消费券 1张），消费者领取的消费券存入
相应的平台 APP，在消费时出示相应付
款码，自动享受满减抵扣优惠。

市领导开展进站履职活动

把人大代表联络站打造成
为 民 解 忧 的“ 服 务 站”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10月9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卿以人大
代表身份到管城区中博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进站履职活动，宣讲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听心声、察民情、解民忧。

在中博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黄卿认真了解联络站运行管理、活动
开展及代表履职等情况，并与驻站基层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座谈交流，
对代表们围绕非国有博物馆发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体经济健康发
展及消费信心提振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交办。

黄卿指出，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代表联系群众、听取民情、汇聚民意
的重要平台，是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要完善工作机制，加强联络
站规范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进一步提升组织协调和服务保障能力。
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客观掌握社情民意，
积极反映群众意见建议，架起为民服务的“连心桥”。要创新方式，丰富
内容，让代表履职有活力有成效，努力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

“履职清单”，真正把联络站打造成为民发声、为民解忧的“服务站”。

第二期河南省金秋消费券今日10点开抢

本报讯（记者 陈凯）10月 10日，记
者从河南省体育局获悉，为进一步激发
群众体育消费活力，释放体育消费市场
潜力，该局将于 10月至 12 月期间在全
省范围内发放 1000 万元体育消费券。
首轮体育消费券将于10月 12日上午 10
点正式发放，所有在豫人员（包括外地来
豫人员）均可通过云闪付 APP、美团

APP活动页面参与领取，先到先得，领完
为止。

据了解，2024年河南省体育消费券
分两期发放，第一期于 10月发放 600万
元，第二期于 11月发放 400万元叠加第
一期未核销部分。此次河南省体育消费
券共设 10 元、30 元、50 元、100 元四种
面值，包括满 30 元减 10 元、满 90 元减

30 元、满 150 元减 50 元、满 300 元减
100 元，以满足不同消费需求。活动期
间，每人每期在同一发放平台限领 1张，
有效期为领券之日起14天内。

另据了解，今年河南省体育消费券
发放范围进一步拓展。核销范围拓展至
健身场馆、体育培训、体育旅游等领域，
涉及各类商户 1万多家。参与活动的省

内体育健身场馆、体育用品专营销售企

业、体育培训机构、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均

可核销。本次体育消费券发放平台通过

公开申报，遴选确定持有国家金融主管

或监管部门颁发相关合法资质，且在

2021 年以来在全国参与过消费券发放

活动的国内主流互联网服务平台，通过

丰富的消费场景和便捷的使用体验，提

高体育消费券发放效益。消费者领取消

费券后，可直接出示消费券完成支付和

核销，或在购买环节使用体育消费券抵
扣相应金额完成核销。

总计1000万元

2024年河南省体育消费券明日开始发放
这个国庆假期，入境游持续火爆。对外国游客

来说，一个最新的好消息更让他们振奋：
郑州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近

日联合印发《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助力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若干措施》，立足提升郑州市支付服务水
平，聚焦提升刷卡支付覆盖面、优化现金使用环境、
提升移动支付便利性、更好保障消费者支付选择权
等方面，出台17条具体举措，推动144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落地落细，让境外来客在郑支付更便捷更安全。

7 月 15 日起，郑州航空口岸对 54 个国家实施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近3个月以来，越来越多的
外国游客涌入郑州、深游郑州，掀起一阵“Zheng-
ZhouTravel”旋风。10 月 7 日，携程旅行发布的

《2024 年国庆旅游消费报告》显示，今年国庆节期
间，郑州出境游订单量同比增长48%，入境游订单量
同比增长43%，入境游和出境游日均订单量创历史
新高，充分彰显了河南省、郑州市旅游市场的澎湃活
力和广阔潜力。

为了给外国游客打造印象深刻的“City郑州”之
旅，持续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主动引客、热情
待客是题中应有之义。

从《河南省实施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工作方案》以及《郑州市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工作方案》的发布，到最新的《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
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若干措施》的印发，目的
还是为了在旅游服务等方面持续探索政策制度创
新，围绕入境游客需求持续创新产品和服务。

在机场口岸设置过境免签绿色窗口，在重点景
区推广智能导览、VR预览等技术，打造“嵩山少林”

“天下黄河”“黄帝故里”“漫步商都”“幻乐之城”入境
游重量级IP，持续改造提升特色商业街区……提升
刷卡支付覆盖面，推出现金“零钱包”产品，支付受理
环境更多样，一站式支付服务落地即享——更便捷的交通、更便利
的支付、更舒适的住宿、更优质的导游服务、更丰富的旅游项目，多
管齐下、协同发力，为满足入境游客对个性化、高品质体验的需求，
河南省、郑州市拿出了十足诚意。

做好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按照业内专家的说法，免签政策、航班复苏、支付便利等持续

助推入境游火热，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华旅行；便捷的支付
环境包括不断推出新服务的移动支付，不仅有助于拉动入境游消
费，增加消费活力，也将促进中外交流。另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
计，下半年外国人来华旅游人数将超过1500万人次，外国人入境
旅游市场有望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步入繁荣发展新周期。我
们相信，对全力打造国家开放高地的郑州来说，随着一系列推动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措施的落地落细，必将迎来更多外国游客，

旅游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必将伴随旅游
市场的繁荣协同共进，为经济发展和
文化传播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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