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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 有 了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照 料 中
心，我每天起床都有了盼头，生活
也 更 有 规 律 了 。”今 年 83 岁 的 杨
可堂大爷每天一早就来到北苑街
道柳二村的示范居家养老服务照
料 中 心 ，坐 下 来 便 开 始 和“ 老 伙
伴”们聊家长里短。

中午时分，杨大爷提着餐盒排
队，盛好饭菜，回家享用。他开心地
说：“我们老两口自己烧饭吃，就随
便糊弄一下。现在有了这项服务，
每餐都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吃得
自然就更多，人都长胖了呢。”

在义乌，像杨大爷这样享受助
餐和配送餐服务的居家养老服务
对 象 有 3 万 多 人 。据 统 计 ，截 至
2020 年 底 ，我 市 60 岁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超 过 17 万 ，占全市总人口的
19.9%。目前，更多老人选择了居家
养老方式。

如何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让老
人安享晚年？五年来，我市大力发
展 老 龄 事 业 ，持 续 将 养 老 保 障 列
入 十 大 民 生 实 事 ，财 政 累 计 投 入
12.3 亿元，加快完善城乡养老服务
体 系 。目 前 全 市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网
已 基 本 形 成 ，建 成 了 示 范 型 居 家
养老服务中心 14 家、居家养老服
务照料中心 513 家，为 2000 余人提
供护理技能培训 ，构筑起“1+14+
N”居 家 养 老 服 务 网 ，为 全 市 3 万
多 老 年 人 提 供 助 餐 服 务 ，覆 盖 率
100%（除有机更新的村居外）。

老年人身体灵活性不断下降，
家居环境老化、无障碍化水平低，
在家易发生摔倒等事故，因此市民
政局启动困难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项目，让更多老年人居家养老更安
心、放心、舒心。截至目前，440 户老
年人家庭房屋已完成“定项升级”。

去年，我市又积极探索与实施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鼓励居家养老
服务社会化运营等政策，为 3000 余
名有特殊困难的高龄老人购买“上
门 服 务 ”，确 保 居 家 养 老“ 上 门 服
务”全覆盖。助老员优质的服务，也
收获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市
民政局下一步还将围绕共同富裕
持续完善市、镇、村三级服务网络，
推动普惠养老服务全覆盖、个性服
务精准供给，不断提升老年人家庭
的幸福感、安全感。

居家养老城乡全覆盖
老年人乐享“夕阳红”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文
通 讯 员 凌伟民/摄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
求，也是活力义乌发展的基本前提。

翻阅义乌逐年的“平安报表”，
基层基础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亮
点频频：2017年，义乌创建平安市、
实现“九连冠”，捧回“平安银鼎”；
2020年捧回“平安金鼎”，次年实现
平安义乌“十三连创”；2020 年，高
标准建成市级矛调中心，在全省率
先推进镇街矛调中心和村社矛调工
作站建设，实现市镇村三级矛调中
心（站）全覆盖；2021年入选中国社
会治理百强县（市、区）前十强……
一连串数字和荣誉背后，是义乌对
平安建设的不懈追求。

牢牢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
根本要求，我市把安全贯穿于发
展全过程、全方位。近年来，义乌
深入开展平安十大攻坚战，“靶
向”整治“民转刑”案件、道路交通
安全、电信网络诈骗等平安建设
中的突出问题，各项平安指标持
续向好。来自卢旺达的姜布觉得
在义乌很有安全感，他说：“在义
乌，即便是深夜独自外出或办事
后回家，也不必担忧人身安全。”
深夜敢出门这一细节，生动形象
地展现了义乌“创建平安人人有
责、平安成果人人共享”的局面。

今年，“平安市场”“平安校园”“智
安小区”系列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明
显；发挥数字赋能社会治理优势，目前
社会治理领域有6个项目获批省级试

点项目……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使义乌更安全，发展更高质。

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在北苑街道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辖区某
社区居民杨先生的一起劳资纠纷就顺
利解决了。这是我市实现市、镇、村三
级矛调中心（站）全覆盖的写照。同时，
通过构建“党建+单元”巷战体系，组
建了近 3 万个三级作战单元，打通了
防疫“最后一公里”，把工作体系拓展
到基层社会治理各领域。

“平安”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动态
过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义乌，不论是政府机关，还是民
间组织，都朝着建设一个更高水平
的平安义乌而努力，相信接下来勾
画 出 的“ 平 安 蓝 图 ”，将 更 浓 墨 重
彩，更加可期。

建设平安义乌 守护万家灯火

▢ 全媒体记者 何欣 文/摄

12 月 24日，是市妇幼保健院搬
迁新大楼三周年纪念日。在杨村路与
新科路交叉口，市妇保院的玻璃外墙
蓝黄交错，院内车辆进出有序，门诊
大厅宽敞，阳光产房视野开阔，与3年
前的老院区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金女士及家
人正在办理出院手续。她作为二胎
妈妈，对5年前生大宝的场景还历历
在目。那时，市妇保院老旧的院区内
病房拥挤，医务人员紧缺，亲属探望
病人时停车很困难。“现在比以前好
多了，医院环境好，医护人员的服务
也周到。”金女士说，“以后儿童医院
建好了，小孩看病也不用再跑杭
州。”据悉，目前市儿童医院·浙大儿
院项目已完成地块出让，该项目建
成后，义乌与浙中的老百姓就有了

“家门口”的省级儿童医院。
“许多小鱼游来了，游来了，游

来了……”在市妇保院儿童早期发
展活动中心，一群家长抱着8个月大
的宝宝，伴随着音乐，围坐在一起学
习如何更好地开发孩子的智力与体
力。据了解，全市还有100多个类似
的驿站定期开展活动，为0—3岁婴
幼儿的早期发展提供服务。

制定标准化教案，举行培训会，开
展钉钉管理，由培训师资队伍下乡帮
扶……目前我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在全省已率先实现县域内全覆
盖，儿童健康管理率达到了98.27%。

5年来，义乌城乡居民健康水平
显著提高，实现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卫生镇全覆盖，医疗服务体系不断
健全，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成效，公共卫生
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人均期望
寿命从79.12岁提高到81.96岁。

过去 5 年，我市新建了多家医
院，完成了浙大四院、市中心医院二
期等项目，新开了天祥东方医院、復
元第一医院等民营医院，其中中心
医院在全省县级医院中位居第三，
浙大四院是全国最年轻“A+”等级
公立医院。2019年，我市通过“强基
层”的做法，让百姓能“在家门口看
病”，以“云诊疗”“云药房”等平台将
医疗服务和药品送入山区。此外，我
市还成功取得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阶段性胜利，并积极援助其他地
区的抗疫行动。

医疗条件持续改善
提升百姓健康水平

▢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文/供图

12月23日，记者走进佛堂镇实
验幼儿园。该幼儿园位于佛堂镇江
北社区湖山村，整体呈简单几何体
布局，简洁大方，人字形的屋顶充满
童话般的梦幻感。这是今年 9 月刚
投用的一所幼儿园，9月1日迎来了
首批11个班278名新生。

家长卢殷妮告诉记者，这所幼
儿园就在她家旁边，看着它从无到
有，这个过程还是挺有感触的。“离家
近，我们家长接送更方便，再加上学校
的各种配套设施也都很先进。可以多
办这类幼儿园，让更多孩子有上好学
校的机会。”卢殷妮说，佛堂镇实验幼
儿园以浙江省一级幼儿园标准建设，
建有大型多功能厅、木工坊、科探馆等
专业教室，外面还有篮球场、足球场、
跑道等运动区，学校的楼顶更有超

2000平方米的开放式活动空间。
今年以来，我市已建成并投用

的中小学、幼儿园有 41 所；新组建
了10个幼教集团，新增10对共建型
教共体，开展7所初中提升培优；33
个专业 6000 余学生推进现代学徒
制试点，开展职业技能社会培训
15020人次。去年以来，市教育局以
数字化改革为契机，专项资金保障，
全力打造优质上下学接送新模式。
在2020年布点3所上下学接送区试
验校后，今年又增设了25所学校的
上下学接送区，实现全市14个镇街
重点交通拥堵学校接送区全覆盖。

“十三五”期间，我市以倍增理
念办教育，教育总投入203亿元，比

“一二五”时期增长 141%，实施了
300多项学校新建、迁建、改扩建工
程，“百园工程”建成 100 所，新“百
园工程”启动 33 所。我市还加快建

设智慧阳光食堂、智慧平安校园，探索
“智慧+清廉校园”模式，提升教育公
共服务水平。

我市高等职业教育驶入“快车
道”。近日，省教育厅、财政厅公布全省
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群）建设名
单，义乌工商学院成功入选全省高职
高水平学校建设名单，这是该学院继
2017 年入选省高职优质建设院校后
获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该学院为全
省首批创业型大学建设试点院校、全
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高校
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浙江省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已跻身全国
高等职业院校“育人成效50强”“服务
贡献50强”“国际影响力50强”。

义乌，历来崇尚教育。“拨浪鼓”不
仅为义乌摇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
场，更为义乌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提供
了一方沃土。

教育倍增再提速
优质学位再增量

护理人员教老人们做手指操。（资料照片）

佛堂镇实验幼儿园佛堂镇实验幼儿园

老人们在老年食堂就餐。(资料照片）

助老员上门为老人服务。

儿童早期发展照护教学。

儿童医院效果图。

市妇保院全景。

巡特警持枪携犬巡逻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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