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暖花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近日我市气温迅速回升，
融融的春意让敬亭山风景区的梨
花吐蕊盛开，香气四溢。

本报记者 戴巍 摄

养老不离家、
不离亲，是很多老人
最朴素的养老愿望。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
到，从今年起，全市将
开展家庭养老床位试
点。简单地说，就是把
养老床位“搬到家”。我
市将以困难老人家庭为
重点，进行家庭适老化改
造、安装家庭智能安防设
施，并由专业机构提供养
老服务。更让人欣喜的
是，通过补助政策，符合
条件的困难老人家庭养
老床位的改造、养老服
务费用都由市民政局
承担。

今年市区试点床位不少于100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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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可向试点地区民政部门提出设立家庭
养老床位的申请。提出申报的老人必
须具有试点地区户籍，年满60周岁且
能力评估达到中、重度失能或80周岁
及以上的有稳定照料人员的老年人，

其中低收入老年人根据本人及其家属
意愿优先考虑。参加试点的老年人家
庭应当具备家庭养老照护基础，老年
人及其家属自愿参加试点服务。值得
注意的是，租赁房屋居住的老年人暂
不纳入服务对象。

试点地区民政部门会对提出申请
的老年人开展能力评估。服务机构
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的评估结果，
结合老年人家庭照护状况，为老年
人制定个性化家庭照护床位服务计
划与方案。

养老床位“搬到家”

◇本报记者 余健

记者了解到，家庭养老床位是指依
托养老服务机构和组织，为老年人的居
住环境和生活空间进行必要的适老化
与智能化家居改造，根据其意愿和需求
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生活照
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助餐送餐、精
神慰藉、助洁助浴等专业服务的床位。

“我们计划从今年开始，一直持续
到2023年年底，以不能自理老年人家
庭为重点，进行试点改造。”市民政局
养老服务科负责人告诉记者，家庭养
老床位试点范围为我市城区，包括宣
州区、宁国市、广德市的街道办事处，
郎溪县、泾县、绩溪县、旌德县的城关

镇。今年，主要在宣州区开展家庭养老
床位试点，试点床位不少于100张。其
他县市可自行决定是否开展试点；开展
试点的县市试点床位不少于30张。

据悉，我市将在试点的基础上，不
断总结经验，与社区养老深度融合，到

“十四五”末持续开展此项工作。

居住环境改造+上门助老服务B
记者了解到，家庭养老床位改造

主要包括居住环境改造和提供上门助
老服务。

首先是对居住空间进行适老化改
造。根据老年人照护需求，对居住环境
的卫生间、浴室、卧室、客厅等关键位置
进行必要的改造，配置必要设施、器具，
满足失能、部分失能老人居家基本养老
服务需求。在家庭生活中，还会通过智
能设备改造保证老人能够随时“呼
救”。安装必要的网络信息服务系统和

电子信息服务设备。“通过智能设备，提
供服务的机构要保证收到呼叫、预警后
15分钟内，能到达老人家中，妥善进行
处置。”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介
绍。更充满科技感的是，能通过智能
床、智能床垫、智能穿戴等设施设备，远
程监测老年人生命健康体征数据，建立
电子健康档案，实行每天24小时动态
管理和远程监护，并能基于数据收集分
析，实现不少于1项的预警提示功能。

除了设备上的先进，老年人的日

常生活也考虑到了。“我们会通过招投
标的方式，要求符合资质的第三方养
老服务机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照护服
务。”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照护服务
包括为老人提供身体护理、生活照料、
营养咨询与膳食服务、个人清洁卫生、
心理慰藉、康复训练、医疗护理以及远
程响应、紧急援助服务和24小时紧急
服务等。每日上门服务不少于1次，每
月累计服务时长不少于30小时，每2周
医护人员至少上门服务1次。

符合条件老人可报名申请改造C

我市派出流调队和核酸
检测队双线支援马鞍山
◇本报记者 徐静雅

3月13日晚上10点，根据市疫防办指令，市疾控
中心和相关医疗机构迅速组建了一支19人的移动核
酸检测队伍和一支7人流调队伍，紧急支援马鞍山初
筛阳性事件处置工作。

分秒必争与新冠病毒赛跑

3月13日夜里11点多，我市一支由7名专业人员
组成的流调队伍紧急支援马鞍山。

我市流调队伍到达马鞍山花山区后，立即投入到
紧张的疫情防控工作中。相对于防疫前线的医护人
员，流调人员不那么“显眼”，但他们的工作对于查明
感染来源、阻断疫情传播、开展科学管控至关重要。

一个流调队员一天打上百个电话是常态，一个流
调对象排查梳理出几百条相关人员信息、流调队员写
出十来张纸的流调报告更是不奇怪。“我们不是在跑
流调现场，就是在拨打电话调查。连续工作几个小时
也想不起来喝水、上厕所。”宣城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
任、急传科科长成德满告诉记者，从14日凌晨1点到
达马鞍山花山区，队员们连续工作一天一夜没有休
息。截止到15日晚上7点，他们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
者、次密接200余名，重点人群800余名。

他们与新冠病毒赛跑，依靠精湛的专业技术，细
致梳理相关人员行动轨迹，精准排查每一个密切接触
者和次密切接触者信息，分秒必争地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科学严谨地开展疫情分析、风险研判并提出防控
建议，为采取科学精准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核酸检测机器24小时不停

除了我市流调队伍的“力挺”，另一支检测队伍也
奔赴马鞍山。

3月14日上午9点，由宣城市疾控中心、宣城市
人民医院、宣城市中心医院、宁国市人民医院、宁国
市疾控中心、绩溪县疾控中心、旌德县疾控中心、泾
县人民医院、郎溪县人民医院组织的一支19人移动
核酸检测队伍和一辆移动检测车，启程支援马鞍
山。其中部分检测队员圆满完成支援安庆核酸检测
工作，13日刚刚返程，还来不及好好休息，就又投入
到新的战斗中。

根据马鞍山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安排，我市核酸检
测队在马鞍山当涂县图书馆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为提高检测效率，19名队员分成3组，24小时轮
番开展工作，每个小组工作8小时左右。车内狭小的
空间，气流闷热，检验人员长时间穿着防护服戴着手
套，脸上勒出了一道道印痕，浑身汗湿。但他们坚持
不完成检测任务不下岗、不吃饭；并及时总结经验，不
断优化流程，从样本编号、传递、提取、检测到结果判
读都严格按规范执行。

“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这台检测车日检测量
能达到5000管，如果按10合1样本混采大规模筛查，
可达到单日核酸检测量5万份。”宣城市疾控中心微
生物检验科副科长唐俊告诉记者。

用心用情解抚养费纠纷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宣州讯 维护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是全社会共同
关注的大事。近年来，宣州区人民法院深
化家事审判改革，坚持柔性司法，更加注
重对婚姻家庭纠纷中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日前，在
该院执行干警温情调解、耐心劝说的不
懈努力下，成功执结两起抚养费纠纷案
件，妥善解决孩子和父母之间因为抚养
问题发生的纠纷，依法保护了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

原告张小某诉被告张某、原告王某诉
被告夏某两起抚养费纠纷案件执行立案
后，执行法官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联系
方式，曾多次试图联系被执行人，敦促其
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抚养费给付义务，
但两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均不配合，表示自
己无力负担。为尽快帮助孩子们讨回抚
养费，承办法官立即对被执行人张某和夏
某的家庭住址进行了调查寻找。找到其
家庭住址后，执行干警火速赶往其家中，
却得知两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均常年在外
务工，仅有年迈的父母在家。执行干警遂
决定以其父母为突破口，告知孩子们生活
遇到的困难，以及被执行人不履行抚养费
给付义务的利害关系，并请求其帮忙打电
话做被执行人思想工作。

此方法果然奏效，承办法官再次联系
了两起案件的被执行人，两名被执行人态
度明显缓和，承办法官抓准时机，与被执
行人展开了法理与情理的沟通，告知其作
为孩子的监护人有履行抚养费给付义务，
离婚给孩子身心带来了伤害，作为家长应
给予孩子更多关爱。且如果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可能将其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将来外出务工等均
会受到限制。最后，经过承办法官的刚柔
并济地耐心调解下，被执行人张某承诺在
领取到工资后，会将未支付的抚养费一次
性全额支付给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夏某
也答应于次日将未支付的抚养费支付至
法院的执行案件账户内。截至目前，两起
案件的被执行人均已将抚养费全部支付
给申请人，案件得以圆满执结。

（韦松 王丽娜）

全市将开展家庭养老床位试点建设

榔桥镇：“防贫保”
为脱贫户筑牢“保护墙”

本报讯 “谈大
爷，最近身体好些了
吧？看您气色还不
错。”泾县榔桥镇大

庄村县人大代表杨梅在脱贫户谈绪升家里，看望并了
解他的身体健康状况。

谈绪升及儿子谈飞患上了尿毒症，常年需要治
疗，导致家庭生活拮据，是村里典型的困难户。杨梅
主动协调帮扶，用“351”“180”政策帮助谈绪升报销
大部分医药费；与民政部门联系为他办理了低保、大
病救助等。几年过去了，谈绪升的家境明显改观，于
2019年脱贫。

2022年，健康脱贫“351”“180”政策取消，杨梅
了解到谈绪升父子俩一年的治疗费用约8万元，面
对高昂的费用，一家人万分着急。她及时与村“两
委”班子商议解决办法，经排查大庄村共有28人有类
似情况需要解决。

杨梅积极联系村内企业帮扶，经过数十天的奔波
协调，泾县友兴机械铸造有限公司企业法人吴莲香被
她这种为民办实事的精神深深打动，随即决定出资帮
助28人购买“防贫保”保险。杨梅将这个好消息告知
谈绪升，让他安心养病。谈绪升感动地说道：“你这个
消息给我吃了定心丸，我们一家人真不知道怎么感谢
你才好！”

“不需要感谢，只要你们一家稳定脱贫，看病和生
活有保障、我这位代表就算尽责了。”杨梅说道。据
悉，“防贫保”在新农合报销、大病补助之后的合规医
疗费用，除门槛费，0至5万元报销60%，5至10万元
报销70%，10至20万元报销80%，20万元以上报销
90%，另因自然灾害意外伤害导致伤亡的，在白线金
额范围内给付人身伤亡救助金。

为了让更多的脱贫户知晓“防贫保”，杨梅挨家挨
户宣传相关政策，在她的不懈努力下，泾县榔桥镇大
庄村脱贫人口139人，“防贫保”参保率100%，让群
众面临意外、疾病时，有更多的保障，筑起了一道牢
固的返贫“保护墙”。 （邵娟 本报记者 王肖肖）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