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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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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山里的留守老人来说，由于子女不在身

边，生活可能会有些单调。不过，最近在云和县元和

街道，开了一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长者益智幸福

坊”。老人们在居家养老的同时，还可以做“来料加

工”服务赚零花钱。

“留守老人既打发时间，又有一些收入，还可以

在这里吃饭，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便利了。”云和

县元和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何爱丽说。

据介绍，长者益智幸福坊设立一个多月来，已有

10多位老人来这里做活，既赚点钱又找到了一些乐

趣，留守老人们十分欢迎。

云和县升级后的居家养老服务什么样——

除了吃吃玩玩
还能做手工活赚零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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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苏云老人今年 65 岁，这些日子，只要一有

时间，她都会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长者益智幸福

坊“打工”。“这里工作自由、简单，每天干活几个

小时，也有二三十元的收入，虽然不是很多，但日

常花销足够了。”邱苏云说。最重要的是这里热

闹、有伙伴，还有家的感觉。

与邱苏云老人一样，今年 84 岁的张邦增老

人也是元和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常客，除

了做来料加工，每天的健身操锻炼也是他的最

爱。“这里就是一个吃住、娱乐和工作的场所。”

老人介绍说，“大家各取所得、各有所乐，其乐融

融。”

目前，除了元和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云

和县还在紧水滩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立了“长

者益智幸福坊”，同样深受当地老人欢迎。

“我们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设立长者益智幸

福坊，以老人开心和满意为出发点，初衷就是让

老人生活得更加美好，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云和县民政局局长王晓燕介绍

说，接下来，云和县将在全县所有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设立长者益智幸福坊，实现全覆盖，推动为

老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工作自由简单
还有二三十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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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接杭州和海宁的杭海城际铁路，计

划今年 6 月底全线建成通车。开通日期越来越近，

这条线路建设得咋样了？昨天早上，钱报·小时新闻

记者去体验了一把正在“试跑”的杭海城际列车，从

现场发回乘车体验。

杭海城际铁路起于杭州余杭高铁站，止于海宁

碧云站（缓建），共13个站。目前在建的余杭高铁站

至浙大国际校区站（含）段，全长 46.38 公里，有地下

车站4座（余杭高铁站、皮革城站、海昌路站、浙大国

际校区站），高架车站8座。

记者乘坐的列车从余杭高铁站至海宁浙大国际

校区站，计划以速度目标值120公里/小时“试跑”。

上午 10：20，记者乘坐的列车从余杭高铁站出

发，仍在收尾建设中的地下站余杭高铁站，将与杭州

地铁 1 号线余杭站“无缝衔接”，实现杭州与海宁轨

道交通“一卡通”。

走进车厢，座位是类似高铁的蓝色软包座椅，还

有粉色的爱心专座。LCD 动态电子地图融入了海

宁潮景观元素，特色的语音报站、清晰动感的多媒体

显示屏，加上智能的 LED 照明自动调节亮度，变频

空调自动调节温度，让人感觉非常舒适。

沿途的高架站各有特色：海宁高铁西站是一座

特色站，外立面造型与沪杭高铁海宁西站房相呼应；

盐官站的设计别具一格，外立面造型借鉴海宁潮形

象，营造一种连绵起伏、轻灵律动的波浪意境；其他

车站外立面建筑造型采用流畅飘逸的弧形，配以明

丽的黄色，显得轻盈优美。

10：50，列车抵达海宁皮革城站，从余杭高铁站

到海宁皮革城站，列车站站停的情况下，用时 30 分

钟。

在列车行驶过程中，记者坐在车厢里感觉非常

平稳。在 120 公里的时速下，坐在车厢里也没有感

到摇晃厉害。这主要得益于杭海城际铁路全程铺设

无渣轨道，以及列车上使用空气弹簧和抗蛇形减震

器，起到各种减震作用。

在体验过程中，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

情：从始发到终点，列车司机全程几乎没有任何加

速、减速的操作。浙江省交通集团杭海城铁公司机

电部经理助理包学海告诉记者，杭海城际铁路列车

确实已经实现自动驾驶，“司机不用操作加速减速，

甚至开门关门，可以由后台设定后自动执行。”

本报记者 吴崇远 通讯员 朱蓓蕾 田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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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随着云和县“小县大城”发展战略的

深入实施，当地大量农村中青年人群走出山村创

业或务工，山区留守老人数量也在增多。目前，

全县留守老人有 3300 多人。“如何让他们在老家

生活得更好，一直都是我们所关心的，也是他们

的子女所期盼的。”王晓燕说。

近年来，云和县民政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开展了一系列对老人的服务工作，建成了一批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照料中心，努力打通服务老人

的“最后一公里”。

此前，当地建立了乡镇（街道）一级的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老人可以在这里吃饭和住宿等，但

在实际操作中，工作人员很快发现，农村留守老

人对这样的服务方式并不太接受。

“主要是因为吃饭和住宿需要支付一定的

费用（一顿饭两元左右），虽然不多，但这些留守

老人除了子女赡养之外，基本没有收入来源，加

上老人们平时省吃俭用惯了，就不太愿意掏这

个钱。”王晓燕说。在这一背景下，“长者益智幸

福坊”便应运而生。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来料

加工经济人对接并达成协议，为老人提供劳动

机会。

老人通过在幸福坊里做一些简单的来料加

工活，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抵扣掉饮食费用支

出还有剩余。

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留守老人到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生活，并最终达到提高老人生活质量的目

标，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

做点来料加工活
增强了老人们的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