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高龄独居老人的“一帘”之约

太原

“全球在世最长寿老人”
迎来119岁生日

日本老人田中力子2日迎来119岁
生日，继续保有获吉尼斯认证的“全球
在世最长寿老人”头衔。

据共同社报道，老人现居住在福冈
县福冈市一家养老院。家人说，她给自
己立下的“小目标”是明年迎来 120 岁
生日。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构2019年
3月9日确认田中力子以116岁66天的
高龄成为“全球在世最长寿老人”。
2020 年 9 月，她又以 117 岁 261 天的高
龄成为日本有记录以来最长寿老人。

老人自称长寿秘诀是“吃美食和学
习”，平时爱喝碳酸饮料、吃巧克力。在
养老院里，她通过做手势与工作人员沟
通互动，还喜欢做算术。去年9月敬老
日收到福冈县知事服部诚太郎献花时，
她摆出意为“和平”的手势表达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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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老服务领域
首个强制性国家标准

已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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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养老保险机构走专业化发展
道路，银保监会日前发布《关于规范和促
进养老保险机构发展的通知》，要求养老
保险机构强化养老属性，更好服务第三支
柱养老保险建设。

通知指出，养老保险机构应定位为专
业化养老金融机构，进一步突出养老特
点，优化养老财务规划、资金管理和风险
保障等服务，提升长期服务能力，建立健
全与养老金融业务特点和发展要求相适
应的内部管理制度。

通知明确，推动养老保险机构重点发
展商业养老保险、养老保障管理和企业
（职业）年金基金管理等体现养老属性的
业务，支持符合条件的养老保险公司参与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通知要求，清理压降养老特点不明显
的业务，终止或剥离与养老无关的保险资
产管理业务，压降清理现有短期个人养老
保障管理业务，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养老
保险机构开展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业务转
型与产品创新。

银保监会：养老保险机构
要强化养老属性

“海螺姑娘”
走进特困供养家庭

威海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社

太原市有一支特殊的志愿服务团队
——“窗帘行动”服务队。他们的出现，
让很多高龄独居老人多了几分安全感。

“窗帘行动”服务队发起者名叫张建
中，退休前是一位火车司机。他和妻子
组织大家做公益时，发现社区有不少高
龄独居老人。通过联系社区进行摸底，
并征得老人及其家人同意，服务队选定
了一些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作为服务对
象。志愿者每天清早七点到八点半之间
定时在老人楼下巡查，若发现窗帘被拉
开，表明老人安全，他们便会放心离开；
如果窗帘没有被拉开，他们会立即前往
老人家中查看询问，防止意外发生。夜
幕降临，他们还会查看老人的窗帘是否
已经拉上。

“一开始试行了 3 个月。没想到很
多人点赞，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信心。”
张建中说。67岁的志愿者张巧富负责巡
查杏花岭区铁路迎春社区两位高龄老
人。6月6日这天清早，她一如既往来到
89岁独居老人谢淑英的窗下，却没有看
到老人像往常一样拉开窗帘。老人心脏
不好，前几天还患了感冒。见此情景，张
巧富心里一阵紧张，急忙走上前去轻叩

窗户，只见老人隔着窗户向她微微招了
招手。她一边跑去敲门，一边给老人的
儿子拨电话。等到老人的儿子赶到，她
又帮忙把老人送往医院，直至老人脱离
危险才离开。

“能给社会尽一点力，就觉得挺有价
值。”张巧富说，加入“窗帘行动”后，自己
每天6点就起床，到点就出勤，帮助别人
的同时也锻炼了身体。

太原市“窗帘行动”志愿服务队有一
套管理制度，包括出勤穿“制服”、定时窗
外巡查、拍照后在微信群“打卡”等。从
今年 4 月至今，已经有 35 名志愿者和 8
个社区 16 位老人立下了“窗帘之约”，

“窗帘行动”志愿者队伍也从最初的 10
人增至30多人。

“您脊柱炎最近严重吗，每天下地活
动几次？”“营养跟得上吗？”近日，在山东
威海荣成市后垛山村分散特困供养人员
姜明家中，“海螺姑娘”专业服务团队成
员、医生鞠超一边为他进行触诊，一边询
问他近期身体康复情况。

对行动不便的姜明来说，最发愁的
事就是去医院看病。自从有了“海螺姑
娘”专业服务团队定期上门提供助医服
务，解决了他外出就医不便的难题。目
前在威海，像姜明这样的特困人员约有
1.1 万人，其中 7600 余人为分散特困供养
人员，他们普遍独居且年龄较大，自理能
力较差，仅在经济上救助，对生活改善非
常有限。

兜底线，救急难，解民忧。近期，威
海精准把脉特困人群“急难愁盼”问题，
统筹全市 3200 余万元分散特困供养照料
服务资金，以“海螺姑娘”特困人员服务
品牌为引领，打造多层次梯度式救助体
系，为特困人员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照料
服务。

目前，威海建立起分散特困供养人
员服务保障机制，在全市范围内建立 38
处分散特困供养服务站，点状辐射全市
72 个镇（街），组建多支“海螺姑娘”居家
服务团队，开展标准化服务。

入冬后，在潇水之滨寻找中华秋沙
鸭是曹建军的“头等大事”。他所在的
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是候鸟越冬的主
要栈道和栖息地之一，居于潇水双牌段
的日月湖国家湿地公园是中华秋沙鸭
偏爱的“歇脚地”。

“一年一约，像是等待老朋友，到了
候鸟南飞季节，我几乎天天都去找，直
到看到它们来了，我的心就踏实了。”曹
建军说。

作为双牌县本地摄影爱好者，61岁
的曹建军在原单位从事摄影宣传等工作
二三十年，直到去年退休。他用镜头记
录着双牌县这些年的变化，跟中华秋沙
鸭结缘是在2013年3月，那时候他作为
双牌县“民间河长”，在一次巡河过程中，
第一次发现了中华秋沙鸭。“在潇水看到
了几只‘水鸟’，跟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样，
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曹建军回
忆说，后来得知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中华秋沙鸭，我们异常兴奋，同
时感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更重了。

中华秋沙鸭对栖息地水域环境要
求极高，被称作“鸟类中的大熊猫”、水
域环境的“生态试纸”。2013年至今，中
华秋沙鸭持续来到双牌县，曹建军的镜
头里，中华秋沙鸭数量变多了，画面也
更加丰富。8年来，他总共拍摄了6万多
张照片。

曾经，居住潇水附近的部分村民以
打鱼为生，渔网等渔具让候鸟生存面临
威胁。随着长江十年禁渔计划的推行，
居于湘江上游的潇水渔民陆续上岸，生
态环保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记者近日从民政部获悉，我国养老服务
领域的第一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服
务安全基本规范》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
施。

据了解，《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已
于2019年12月27日批准发布。规范规定了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的基本要求、安全风险评
估、服务防护、管理要求等内容，划出了养老机
构服务的安全“红线”。为了让养老机构做好
充分准备、顺利过渡到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
规范设置了两年过渡期。2022年1月1日，规
范生效实施。

“规范正式生效实施，意味着全国所有
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都将受到这个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保护，所有养老机构也将
受到这个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约束。”民政
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介绍，下一
步，民政部将加强行政检查、进一步完善

标准与综合监管制度衔接，推动强制性国
家标准落实到位，同时加强对不达标机构
的帮助指导。

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还发布了《养老机
构老年人跌倒预防基本规范》《养老机构膳食
服务基本规范》《养老机构洗涤服务规范》《养
老机构老年人营养状况评价和监测服务规
范》《养老机构服务礼仪规范》《养老机构岗位
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养老机构接待服务基
本规范》《养老机构康复辅助器具基本配置》
等8项行业标准。

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党委书记甄炳亮表
示，配套出台的相关行业标准与《养老机构服
务安全基本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互为依
托。“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底线标准，养老机构
要树立底线思维，对强制性国家标准条文逐
条学习，消化落实到具体部门具体岗位、具体
流程环节，不折不扣实施。

志愿服务队志愿者陪独居老人聊天。

曹建军在湖南省永州市双牌
县潇水畔拍摄中华秋沙鸭。

“海螺姑娘”专业服务团队陪
老人出游。

永州

潇水护“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