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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第六届“情牵日喀则公益行”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情远希

望小学开展捐助活动。

本报记者 张斌 摄

为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践行“四讲四爱”、

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助老”的

传统美德，近日，林芝市巴宜区米瑞

乡组织乡机关党员、团员志愿者来到

林芝市养老院，为老人们送去温暖与

关爱。

图为志愿者与老人们互动演出，

整个活动室里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气

氛。

本报记者 史金茹 张猛 摄

“ 最 美 不 过 夕 阳 红 ，温 馨 又 从

容 …… ”聆 听 从 拉 萨 市 社 会 福 利 院

传 出 的 优 美 旋 律 ，看 着 健 身 场 地 里

老 年 人 那 惬 意 的 神 态 ，仿 佛 感 受 到

了 老 年 人 心 中 的 喜 悦 。

为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拉萨市

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养老服

务机构建设步伐，建立老年人福利服务

体系，逐步形成了服务形式多样化、服务

对象公众化、服务管理规范化的养老机

构框架。

走进拉萨市达孜区金叶养老院贡扎

老人的房间，家具、家电、洗浴设备、碳纤

维取暖设备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老人

的床头有一个红色的呼叫器。养老院专

职管理人员明珍介绍说：“老人们晚上有

突发情况，只要按下呼叫器，我们就能随

时赶到，且 24小时轮流值班。”

根据自治区、拉萨市党委、政府的安

排部署，拉萨市民政局于 2013 年开展了

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和孤儿集中收养工作

（简称“双集中”工作）。截至 2015 年底，

实现了“有意愿的五保对象全部在县以

上供养机构集中供养和所有孤儿全部在

市地以上集中收养”的目标，承担了政府

在兜底养老保障服务方面应该承担的公

共服务职能。

金叶养老院内不仅生活设施配套齐

全，室外健身场地、医务室、按摩室、理发

室、多功能活动室等附属设施也非常齐

全。医务室里，65 岁的西落一边晒着太

阳一边输液，“天气转凉，有点感冒。除

了生点小病外，生活中洗衣、做饭这些事

完全不用担心。”

目前，拉萨全市共有 10 家养老福利

机构，其中 9 家是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

务中心（除柳梧新区、空港新区外每个县

区各一家，1 家市级服务中心），1 家老年

人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养 老 服 务 床 位 1687

张，已为 876 名特困供养人员提供集中

供养服务，特困供养人员意愿集中供养

率为 100%。

10 家养老服务机构均设有食堂、医

务室、洗衣房、洗头室、仓库、消防总控

制室以及棋牌室、娱乐活动室等，老年

人日常生活所需基础设施设备比较完

善。

73 岁的次仁央宗老人聊到现在的

生活感慨万分：“小时候是农奴，吃不饱、

穿不暖，受尽了苦。从没敢想过老了会

有这样幸福的生活，吃得好，住得好，衣

食住行和医疗还全免费，这都是党的恩

情。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带来了这样安

稳、安心的晚年生活。”

除了金叶养老院，拉萨市多年来积

极探索新型养老服务模式，而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这种社区养老的模式越来越

受到欢迎，老年人白天入托，接受各项服

务照顾，参与丰富的活动，晚上则可以回

家享受家庭生活。

早在 2016 年，拉萨市老龄办就出台

了《拉萨市老龄办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

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2017 年，结合健康拉萨建设总体要

求，老龄办起草了《拉萨市人民政府关于

高龄老人健康养老的实施意见》，经拉萨

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委常委会审定后，

于 2018 年 2 月 7 日正式出台实施，相关

政策内容涵盖老年人社会保障、医疗保

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老年优待等方

面。

据了解，根据《关于开展福利机构标

准 化 建 设 试 点 工 作 的 通 知》（藏 民 发

〔2017〕304号）精神，拉萨市民政局，充分

发挥北京市对口援藏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自治区、拉萨市质监部门的有力指导

下，于 2017 年 9 月起开展福利机构标准

化建设试点工作，抽调业务骨干组建标

准化工作办公室，实施月工作推进例会

制度，建立标准化微信交流工作群，拉萨

市福利机构系统内业务骨干互相轮岗学

习，以“走出去，请进来”方式开展标准化

工作培训，开展交叉检查，制作宣传册以

及建立绩效考核制度等形式多样的措

施，撰写养老类服务标准 88个。

通过近两年福利机构标准化建设试

点工作的推行，实现岗位设置科学合理、

步骤清晰流畅、程序简化明确，建立完备

的岗位责任体系，切实改善了养老福利

机构的“软环境”；提升了养老服务对象

标准化意识，统一福利机构各类服务流

程和保障措施，构筑了较为健全完善的

服务标准化体系，形成一切工作有程序、

一切程序有控制、一切控制有标准、一切

标准有监督的工作常态，提高服务对象

的满意度，做到了任何工作留痕，规避风

险隐患。

该项工作的推进开创了拉萨市福

利机构标准化工作的先河，填补了拉萨

市乃至全区福利机构标准化建设的空

白，展现了拉萨市首府城市的首位度作

用，为标准化工作在全区福利机构有条

不 紊 开 展 起 到 了 引 领 、带 动 和 示 范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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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工作是生活中最温暖的底色，它

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多年来，拉萨市把

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在征求五保户孤寡老人意愿后，

把分散在乡村的老人，聚到县区以上养老

院集中供养，通过“医、养、护”相结合的护

理及吃、住、娱等生活服务使老年人身心

健康，享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笔者认为，拉萨市在做好养老服务社

会化工作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具备拉萨

特色的养老服务模式，积极搭建“互联网+

养老”平台，以政府为主导，统筹社会资

源，积极构建具有拉萨特色的“互联网+养

老”大格局。

可借助“智慧民政”网络平台，搭建完

成“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和老年人口数据

库建设，打破养老服务信息零散化局面。

在拉萨市城关区开展 1—2 个试点，提供网

络订购、紧急援助等服务，并逐步增加法

律援助、呼叫中心等功能。

继续积极推进养老服务模式。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

相结合，逐步建立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统

筹家庭康复护理、居家专业护理、社区短

期护理、养老机构护理、医疗机构护理等

各类护理资源，逐步建立线上线下养老护

理服务链条。对空巢老人、留守老人建立

定期探访制度，为高龄、失智、失能、空巢、

留守老人提供家政、护理、紧急救援等服

务。充分发挥老人日间照料中心及社区

服务中心的作用，使养老服务逐渐从机构

向社区转移。多形式推进拉萨医养结合

模式。

积 极 构 建 五 位 一 体 养 老 服 务 体 系 。

加强养老服务供给，加快发展养老机构，

优化床位布局，逐步建立社区老年人助餐布点，以解决高龄、独

居、失能等困难老年人的日常就餐难题。支持餐饮企业、养老机

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业送餐机构和单位内部食堂，通过开

设老年餐桌，为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餐饮和送餐服务。

继续加强养老服务行业监管。加大行政监管力度，加强对养

老服务机构和组织的服务质量、运营情况、政府补贴资金使用情

况等的监督检查。逐步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诚信

管理、信息公开、审计、评估、等级评定和督导等制度，提升养老服

务行业整体水平。

推进社会化养老模式 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拉萨市多举措做好养老服务工作一瞥

本报记者 鹿丽娟

■导读
近年来，拉萨市民政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在努力完成“双集

中”的同时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保障和改善民生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科学布局养

老服务机构、认真建立养老服务机制、努力建设养老服务标准化体系、积极摸索

“公建民营”社会化养老模式，为探索新型养老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践志愿服务

传递人文关怀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这是雷锋精神的真谛，也

是亚东县下亚东乡一名农家妇女一生的

追求。

没 有 血 缘 关 系 ，仅 仅 是 因 为 老 人 无

依无靠，她就义无反顾地照顾了老人 20

年 ；自 己 生 活 也 不 宽 裕 ，可 她 依 旧 默 默

奉 献 ，不 求 回 报 。 她 —— 扎 西 措 姆 ，这

个看上去再平常不过的农家妇女，却用

实 际 行 动 纵 身 一 跃 画 出 人 生 最 美 的 弧

线。

索朗多杰，曾是下亚东乡切玛村公社

大队队长，年轻时工作特别卖力，从早到

晚总能见他在牧场田间忙碌的身影，当时

大队的重活、累活、体力活他都抢着干，群

众对他的印象总是一刻都没闲过。

天有不测风云。1994 年，索朗多杰因

积劳成疾导致双腿无法直立行走。平常

走路，他只能佝偻着腰、双手拄着拐杖一

步步挪着走，并且每走几步就会喘气不

止。由于老伴去世多年，膝下无儿无女，

孤苦伶仃、无人照料，老人陷入了痛苦无

助之中，生活十分困难。

住在附近的扎西措姆对索朗多杰年

轻时不顾辛劳卖力工作早有耳闻，在得知

索朗多杰身患重病、无依无靠时，便暗下

决心要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从那天起，

扎西措姆一有时间，就会跑到索朗多杰家

里去探望，帮他干干活、陪他聊聊天。并

多方募集资金为其治病，让老人减轻病

痛，索朗多杰感动地说：“你就是我的好女

儿。”

扎 西 措 姆 一 家 并 不 富 裕 ，早 年 与 丈

夫离异，上有年迈父母需要照顾，下有儿

女还在上学，父亲次仁旺杰又身患残疾，

行动多有不便。整个家庭需要她一人撑

起，但她对索朗多杰老人的照顾却从未

间断。

20 年来，扎西措姆始终坚持照顾索朗

多杰老人，她不怕脏、不怕累，为老人打扫

卫生、洗衣服、洗被褥、早晚洗漱，还经常

为老人送去毛巾、洗发水等日用品。“别怕

肉贵，您得适量吃一些，我给你多炖了一

些时间，能嚼得动。”“香蕉甜着呢，有助于

消化，您也咬得动，放着慢慢吃……”为了

能让老人饮食营养均衡，扎西措姆经常为

老人带来好吃的水果、肉和蔬菜。每逢过

年过节，扎西措姆还会为老人带来节日礼

物。

索朗多杰腿脚不方便，很多时候都只

能躺在床上，缺少运动。贴心的扎西措姆

就经常为老人按摩双腿，还自掏腰包为老

人买来药物服用。

索朗多杰今年 94 岁，扎西措姆 46 岁。

每当有人说起扎西措姆的时候，索朗多杰

便会老泪纵横：“这个闺女心好，照顾了我

这么多年，从来不嫌麻烦。虽然我没有子

女，但是我觉得她比亲生女儿还亲。”扎西

措姆的行为，慢慢地感动了周边的住户。

不时地，也会有人给索朗多杰送饭或送几

件衣服，上门和索朗多杰聊聊天，让老人

感受关怀和温暖。

有人曾经问扎西措姆这样做是为什

么？扎西措姆说：“帮助别人，也让我自己

体会到了快乐。”

扎西措姆就是这样一个助人为乐的

人，他把助人为乐当作一种信念、当作一

种心态。她犹如一朵美丽的格桑花，静静

绽放在雪域高原，温暖了人间。

“ 好 女 儿 ”扎 西 措 姆
本报记者 张斌 本报通讯员 牛枭

本报巴宜电（记者 史金茹 张猛）“谢谢叔叔阿姨给我们带来的

玩具、衣服。”“真是太感谢银行的贴心服务了。”近年来，人行林芝中

支带领全市金融机构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大力开展各类爱心公益

活动，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为进一步引导社会各界关心关注环卫工作，为环卫工人创造良

好的工作环境，人行林芝中支搭积极建金融系统爱心公益平台，组

织全市 9 家金融机构开展以“传递爱心，汇聚温暖”为主题的环卫工

人爱心服务站启动仪式。各金融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依托营业网点

设立环卫工人爱心服务站，张贴“爱心驿站”标识，环卫工人可在银

行网点客户等候服务区喝水歇脚。

此外，人行林芝中支利用重要节点组织开展送温暖活动，为孤

寡老人、福利院儿童，打扫卫生，奉献爱心。为了提高贫困农牧民的

生活质量，人行林芝中支投入资金帮助贫困村群众改进饮水、厕所、

村民活动室等工程，并组织捐款捐物。2014 年以来，积极投入各类

资金 73.5 万元，累计捐赠衣物达 1953 件，增强了青年职工的社会责

任感，给广大农牧区贫困群众带去林芝金融人的爱心。

本报泽当电（记者 刘枫）为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丰富老

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让老人切实感受到社会关爱，近日，共青团贡嘎

县委联合该县民政局开展了“关爱老人”慰问活动。

活动中，共青团贡嘎县委工作人员和西部计划志愿者组成服务

队伍，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收拾床铺、清理杂物、打扫卫生，为老人营

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随后，共青团贡嘎县委和民政局工人员与老

人谈心、交流，为老人送上祝福和关怀，邀请老人们一同参与趣味小

游戏，现场气氛亲切又热烈，进一步拉近了青年一代与老人的关系。

活动结束后，89 岁的拉珍老人说：“我们在供养中心吃得好、住

得好，还经常有年轻人过来慰问，又是打扫卫生，又是表演节目，我

们算是享上福啦，感谢党和政府的恩情。”

回馈社会 传递温暖

林芝市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各类帮扶活动

贡嘎县

开 展“ 关 爱 老 人 ”慰 问 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