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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助餐行动：暖心打造老年人的幸福“食”光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吴 晋

“今天食堂提供的饭菜有红烧仔鸡、
米粉肉、西芹炒木耳、青椒豆干、鸭血豆
腐、紫菜蛋汤等十来个品种，有荤有素，
很符合我们老年人的胃口， 家门口的食
堂就是好呀。” 走进谢家集区老年食堂
（助餐点）， 色香味俱全的菜品整齐地摆
放在橱窗内，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让人食
欲大开， 年过七旬的薛兆芬老人和老伴
一边品尝着美食， 一边高兴地告诉记者
说：“我们两个人在家吃饭就烧一个菜一
个汤，烧多了吃不完，有时就要吃剩菜，
对胃也不好。 在这个食堂吃饭就是非常
方便了，菜品多，老伴喜欢吃肉，我喜欢
吃鸡，过去经常因为这个闹别扭，现在这
个问题在老年食堂解决了， 吃完饭还不

用洗碗了，党的政策真是好。”
“目前建成的老年食堂 （助餐点）建

设有标准、运营有机制、服务有质量 、日
常有监督， 运营规范化水平在不断提升，
基本能够满足其周边老年人的就餐服务
需求。”采访中，谢家集区民政局相关负责
同志告诉记者说：“唐家山社区老年食堂，
为方便老人就餐， 采取购买优惠券方式，
落实优惠政策， 得到了老人们的认可。李
郢孜镇助餐点， 采取上门送餐的方式，为
失能半失能的困难老年人有效解决了“吃
饭难”问题。老年食堂（助餐点）既能为能
自理的老年人打造集中就餐、交流情感的
场所，也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安排了送餐
上门服务，为无暇照顾父母的子女提供了
依靠，有效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推动
构建了较为和睦的家庭关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老年助餐行动
启动以来，谢家集区立足工作实际，锐意

创新、多措并举，积极探索“家门口”助餐
服务模式，不断拓展服务内容，精准对接
老年人需求， 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
实， 城乡老年助餐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
2022 年全区已建成老年食堂 （助餐点）58
个并投入运营，2023 年将新增 11 个城市
老年食堂（助餐点），6 个农村老年食堂（助
餐点），2025 年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均
衡、方便可及、多元主体参与的老年助餐
服务网络，通过分步实施,逐步构建布局均
衡、方便可及的城乡老年助餐服务体系。

“为深入推进老年助餐行动， 让老人
吃得方便又实惠，按照‘政府贴一点、企业
让一点、个人掏一点’的原则，我们制定了
多种套餐优惠供给老年人就餐， 年满 60
周岁老人前往老年食堂（助餐点）用餐，在
企业让利的基础上，政府给予 1-3 元就餐
补贴，最大程度让老人得实惠。”谢家集区
民政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助餐点

的‘热乎饭’在追求新鲜营养的同时，还特
别注重老人们的口味问题， 做到口味清
淡、少油少盐。在传统助餐服务基础上，按
照市民政局工作部署，全区老年食堂（助
餐点）均建立了老年助餐信息系统，实现
统计、结算、管理等信息化，提升老年助餐
服务信息化管理水平。同时，部分老年食
堂（助餐点）还支持‘私人定制’功能，老年
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定制小碗菜、时令
火锅以及面条、水饺等特色面点。”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在采访中表
示， 老年助餐服务关系千家万户， 下一
步， 谢家集区将继续通过集中宣传和上
门走访等形式， 持续开展老年助餐服务
宣传调查， 客观全面地了解了老年人的
就餐需求，根据调查结果，不断完善老年
助餐服务体系，丰富老年助餐服务供给，
让更多老年人从中受益， 用暖心打造老
年人的幸福“食”光。

“三公里”就业圈助力群众家门口就业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谭 玮

“因为疫情，外面工作不好找 ，现在
有了‘社区快聘’这个小程序，我把自己
的信息填进去后， 小程序就会精准地为
我推送合适的工作， 真是太方便了。”日
前，通过“社区快聘”小程序找到了一份
稳定工作的花园社区居民张强兴奋不
已。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张强一样，
有很多社区居民通过“社区快聘”实现了
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花园社区就业专

员张道文告诉记者说：“为了让社区居民
就近找到好工作， 我们在宣传发动上下
足了功夫，线上在小区居民群里推送‘社
区快聘’二维码，线下在小区宣传栏、楼
道口张贴宣传海报， 利用核算检测的时
间，我们还组织志愿者，对不会操作的居
民手把手地帮助居民登记信息。”

“为促进居民就地就近就业、充分就
业，按照暖民心就业促进行动部署，区人
社局积极推进 ‘三公里’ 就业圈平台建

设， 加强社区居民求职和经营实体招工
精准对接， 让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截至目前，全区‘三公
里’小程序居民注册 1077 人 ，提供岗位
598 个， 投递简历 326 份， 累计访问量
94001 次。”

采访中， 谢家集区人社局相关负责
同志介绍说 :“谢家集区‘三公里’就业圈
平台建设以来， 区人社局通过对居民基
本情况、 当前就业状态等进行了跟踪了

解，动态更新系统台账，线上利用‘社区
快聘’ 小程序管理平台对登记居民的技
能水平、就业需求等进行分析摸排，及时
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 线下对接各
经营实体开展招聘活动，建立‘政府主导
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线上线下联动’机
制，真正实现了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减少
失业人数，缩短失业时间的目的，让越来
越多的居民和用工实体感受到了暖心服
务。”

二十大代表
走进红色革命村

近日，由淮南市委讲师团、谢家
集区委宣传部、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
学院党委共同举办的“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活动在谢
家集区杨公镇红色革命村汤王村举
行。 党的二十大代表、安徽理工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
院）日间医疗管理中心副主任、护士
长夏晓丹现场向汤王村党员代表、群
众代表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分享参
加党的二十大感受体会。

本报通讯员 秦 龙
本报记者 苏 强 摄

劳动，让学习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盛 静

“蚕豆是世界上第三大重要的冬季食
用豆作物， 营养价值较高。” 近日， 在谢
家集区 “耕读园” 劳动试验基地， 来自谢
二小新家园校区五年级 （1） 班的小志愿
者魏馨朵， 正在兴致勃勃地向低年级的同
学们介绍农作物蚕豆。 劳动试验基地开设
的 “小小志愿者” 兴趣小组， 让孩子们学
习了解了农耕文化， 现场劳动更是让孩子
们的学习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

自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始， 谢家集区
将劳动教育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 印发劳
动教育宣传周活动方案， 规定各校每周不
少于 1 课时， 通过看课表、 查资料、 进课
堂、 访师生等方式， 督查劳动课的落实和
效果。 各中小学因地制宜， 丰富校内劳动
实践， 分学段确立劳动形式和内容， 鼓励
学生积极参加集体、 公益性劳动， 让劳动
教育为学生的生命成长赋能， 使学生成为
对社会、 对国家有益的人。

镜头一： “看， 我们的食材都准备好
啦， 是不是很丰富呀！” 在吉的堡幼儿园，
中班小朋友认真地听老师讲解了三明治制
作方法后， 洗生菜、 切面包、 抹番茄酱，
“自己做的美食就是最好吃！” 孩子们品尝
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开心与兴奋交织着。

近日， 谢家集区开展 “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主题教育活动， 大班举行穿衣扣
纽扣比赛， 孩子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一
个环节， 认真校对纽扣位置。

为提高幼儿劳动素养， 增强幼儿实践
能力， 谢家集区幼儿园将劳动教育融入到
课程实施中， 注重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 将劳动与教学相结合， 培养孩子的劳
动技能与动手能力， 将劳动教育渗透到幼
儿的一日生活当中， 不断培养幼儿独立自
主的生活习惯， 让幼儿从小爱上劳动。

镜头二： “陶艺课上， 我学会了泥条
成型和拉坯， 收获众多！” 在谢九小陶艺
工作坊， 四年级的学生们天马行空地释放
着艺术天性， 一坨坨泥巴在学生们稚嫩的
小手里捣鼓着， 变成了独具特色的小作
品。 学校负责人介绍： 通过陶艺课程的开

展， 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提高了， 思维能力、
创造能力、 想象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同学们， 你听说过 3D 打印吗？” 在
淮南市劳动教育科创基地———水滴空间，
谢六中小学生们围坐在教室内， 在老师的
指导下， 熟悉 ３Ｄ 打印操作及应用技术，
自己动手绘制模板， 一面面精致的五星红
旗在同学们的巧手下逐一呈现。

谢家集区在加强小学生劳动教育同时
与德育教育有机结合， 重视传统文化， 树
立传承 、 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和意
识， 将陶艺教育作为美育教育的有效载体
和重要手段， 积极找寻美育教育的文化之
根和动手劳作之乐， 以陶育德 ， 以陶立
人。

除了组织小学生们将家里纸盒子、 易
拉罐等废品改造成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谢家集区还将开展科普类体验活动， 把科
技与艺术元素相结合，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 同时结合小学生实际情况制定劳动计
划， 搭建志愿服务平台， 制定志愿服务计
划， 将实践劳动服务渗透到小学校园的各
个角落。

镜头三： 近日， 来自孤堆、 朱集、 孙
庙三个学区和杨公中学的学生深入园区企
业观摩学习， 实地感受企业文化， 零距离
接触现代工业企业生产线， 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见识。 通过实践活动， 在孩子们心
中种下热爱劳动的种子， 让尊重劳动、 崇
尚劳动、 热爱劳动蔚然成风， 不断涵养劳
动情怀、 培育劳动品质。

劳动， 不仅仅是干活， 更是在劳动中
得到引导和教育， 淮河中学探索劳动教育
新路径， 开创 “食堂帮厨” 特色劳动体验
课， 学生在实践中得到成长。

为丰富中学生劳动课程， 从活动到课
程， 从课本到生活， 从劳动到实践， 谢家
集区多措并举， 组织学生参观工厂， 观看
生产车间， 实实在在的把教育融入到社会
实践， 引导学生理解工业生产劳动对人类
生活生产的重要作用， 使学生感受新技术
在生产生活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体悟劳
动人民创作新技术的智慧， 帮助学生牢固
树立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
大、 劳动最美丽的观念， 让学生在劳动中
实践， 在实践中历练， 在历练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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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以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为抓手， 谢家集区
通过细化社区网格单元、 织密信息收集网络、 提升基层
服务能力， 全力构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

自 2021 年 8 月份网格化工作启动以来， 谢家集区划
分了 174 个城市社区网格、 269 个农村网格。 为使网格化
工作开展更加高效， 今年 9 月份， 根据实际情况， 谢家
集区将全区的网格进行了部分调整， 城市社区网格数维
持 174 个不变， 全部招聘了专职网格员， 农村网格数缩
减为 56 个， 每个村一个网格， 由村 “两委” 成员中的综
治专干担任网格员， 目前全区所有网格员均在岗在勤 ，
积极投入到了上级布置的各项重大工作及活动当中。 截
至目前， 全区共录入居民信息 21 万余条， 房屋信息 11
万余条 ， 按照 “七普 ” 人口计算 ， 覆盖全区居民总数
99％以上； 网格员打卡率居于全市前列， 长期保持在 97％
以上 ； 上报事件 11000 余条 ， 事件的办结率 96％以上 ，
内容涵盖了矛盾纠纷、 政策宣传、 重点人群排查、 风险
隐患摸排等七大类 46 个小类， 凸显了网格员的 “信息
员、 宣传员” 积极作用。

强化组织引领，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谢家集区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 积极

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进程， 要求各乡镇街道 （园区） 及
相关部门主动担当、 尽职履责， 将基层治理这门功课做
细做实。 多措并举构建网格化管理、 精细化服务、 信息
化支撑、 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 不断提高全区
基层治理水平。 紧紧围绕网格内党组织建设， 打造为民
服务新阵地， 创新为民解忧新方式， 刷新人民满意新高
度。 利用好社区工作人员、 网格员、 志愿者、 “五老 ”
等多方力量， 提前布置， 缜密谋划， 下好 “先手棋”， 紧
抓 “胜负手”， 保障全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进一步规范
网格事项的优质开展， 提高网格员应急处突、 政策宣传、
信息摸排能力， 区综治中心积极对网格员、 网格长等开
展培训， 涉及专业技能、 服务理念等方面。 今年以来全
区组织多次网格员培训， 强化了网格员的专业能力和服
务意识， 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谢家集区谢家集街道
谢二东村小区网格党支部通过健全管理服务机制， 把为
居民办实事作为党建工作的切入点与落脚点， 汇聚网格
内各方力量， 从 “各自为战” 到 “共同奋战”， 形成了治
理合力， 作为优秀案例获得安徽省委组织部宣传推介。

推动部门联动， 促进社区多网融合
为更好实现全区基层治理 “一盘棋”， 健全 “网格化+

网络化” 治理体系， 谢家集区借助网格化智能数据平台， 将公安、 消防、
民政等部门工作逐步纳入网格事项， 充分发挥 “一网多用”， 真正实现
“织网为民、 架网便民、 筑网护民” 的治理目标。 网格员平时配合社区工
作人员向居民介绍政府服务办理流程， 解释民生保障政策， 帮助居民及
时、 准确掌握惠民信息， 10 月底， “淮南 e 治理” 手机平台上举办了
“消防安全知识竞赛”， 谢家集区网格员积极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共有 29
名网格员获奖， 取得了较好成绩， 提高了消防安全领域的宣传能力。

结合疫情防控， 完善信息收集网络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基层 “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 的压力不断增

加， 网格员承担了大量信息摸排、 人员报备登记等工作。 今年 10 月份以
来， 全区网格员摸排省外来 （返） 淮人员 4000 余人， 并协助核酸检测 70
万余人次， 为全区的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了重要力量。 在日常巡查、 走访摸
排、 入户宣传的过程中， 网格员利用 “淮南 e 治理” 软件更新居民信息，
标注重点人群，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同时排查风险隐患， 配合网格长调处
矛盾纠纷， 使信息传输网络愈加灵敏、 事件处置网络愈加快速， 助推网格
化工作充分融入基层治理体系。

配合专项行动， 健全居民服务体系
今年以来， 谢家集区开展了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防范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等专项行动， 在 “国家反诈” APP 下载 、 “双提升 ” 宣传等工作
中 ， 谢家集区集中对重点人群进行了摸排 ， 目前全区 60 岁以上老年
人共 5.23 万人， 占比约 23.8％； 18 岁以下青少年共 3.03 万人， 占比约
13.8％。 面对重点人群基数大、 管理服务难度高的问题， 网格员定向宣
传相关法律法规、 反面案例及惠民政策， 网格员在宣传过程中与居民面
对面交流， 不断加强服务能力， 提升服务水平， 获得群众认可， 充分体
现了党和政府 “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刘 梦）

聚力“两强一增”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聚力 “科技强农、机
械强农、促进农民增收”“两强一增”
行动计划， 谢家集区全力推动农业
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
革，把鼓起农民“钱袋子”和加快乡
村振兴统一起来， 为农业农村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强化科技强农，谢家集区今
年发展了农业科技特派员 24 名 ，
其中省级科技特派员 6 名，行政村
覆盖率达 100%。 该区进一步推广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化服务
组织+农户”全程土地托管模式，加
快机械强农步伐，全区土地适度规
模经营比例达 55%以上，300 亩左
右集中连片适度规模经营占比
32%， 新增设施蔬菜种植 0.44 万
亩， 新增绿色池塘标准化改造 200
亩，新增稻渔综合种养 3000 亩。为
持续促进农民增收，谢家集区不断
扩大农产品品牌效应，秋然公司葛

根、应台孜合作社西红柿、硕康公
司酥瓜、施家湖养殖中心鳜鱼青虾
大闸蟹、跃翔合作社无花果取得绿
色食品认证标志。该区积极打造李
郢孜镇 5G 智慧辣椒种植基地、杨
公镇前瓦村智慧种植示范园 2 家
数字农业工厂，在孙庙乡建成 1 家
3000 亩 育 秧 中 心 ， 新 建 5 处
1500m3 冷链仓储设施。 该区还全
面落实农民收入 “倍增、 扩量、壮
大、 提升” 四大行动 ， 强力实施
“121”计划，开展专场招聘会 30 余
场， 提供农民工就业岗位 790 个，
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200 余
人次。 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稻
谷补贴、农机购置补贴 3000 万元，
实施对粮食实际生产者精准补贴，
前三季度全区农村常住居民可支
配收入 15912 元，同比增长 6.8%。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李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