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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冯伟

老年助餐服务是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重要民生工程，也是支持居

家社区养老、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重要

举措。

11月 18日，我市中央厨房操作间

里一片繁忙，热气腾腾的甘蓝炒粉条

刚出锅，另一口大锅里的素炒油菜已

经散发出浓浓的鲜香味儿。

近年来，我市进一步健全养老服

务体系，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升队

伍建设水平，有力促进了老年助餐服

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市级

财政累计拨付 14.6 万元补贴资金，为

我市上万名老年人提供了优质助餐

服务，有效解决了老年人吃饭难的

问题。同时，积极探索“养老+慈善”

模式，广泛动员公益慈善力量参与

关心关爱老年群体，免费提供“爱心

早餐”。

“今年截至 10 月底，我市为 60 岁

以上的高龄、孤寡、独居、空巢、低保、

残疾人、遗属等老年人累计提供免费

‘爱心早餐’8000 余份。”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说道。

在八一社区助餐点，老人们围坐

在一起吃早餐，早餐营养搭配合理。

老人们边吃边聊，其乐融融。

今年 65 岁的李奶奶是一位独居

老人，儿女都在外地工作，社区助餐点

方便了她的日常生活。“在家做饭费时

费力，来这里用餐既经济又实惠。”李

奶奶说，这里每天的菜品都不一样，还

提供各种汤，荤素搭配，营养健康，特

别适合老年人的口味。

我市根据国家养老基本服务的

13 条内容，结合实际充实至 24 条，深

入探索多样化、实用性的养老助餐配

餐模式，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

（村）为依托、专业服务为支撑”的居

家养老助餐配餐服务体系。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们打造了 1 个覆盖城区的助餐点‘中

央厨房’，科学设置了 5个社区助餐点

（八一社区、盐湖社区、宇宙巷社区、

园艺社区、建安社区），实现‘15分钟’

助餐送餐配餐服务圈，就近解决了当

地老年人吃饭问题。”

要把老年助餐办好、办实，让更

多老人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不仅要靠

政府“有形的手”掌舵，更要想办法激

活更多的爱心力量。近年来，我市综

合施策，将老年助餐基本服务纳入市

级财政预算，出台“一次性建设补助、

机构运营补贴、老年人分段就餐补

助”等措施，采取“政府扶一点、企业让

一点、社会帮一点、老人交一点”的方

式，多渠道筹集资金，让老年人乐享幸

福滋味。同时，采取公建民营方式，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程序，引进具有餐饮

服务资质和服务经验、（下转四版）

本报讯（记者 李

莎莎 通讯员 李小英）

记者近日从市统计局获

悉，为推进规下工业统

计数据生产方式改革，

国家统计局在全国选取

了 2000 家规下工业样

本企业作为统计改革试

点企业。其中，我市共

有 9家规下样本工业企

业被选为试点企业。此

次调查为 2024 年 1—9
月及同期的产值数据，

并通过电子台账自动生

成调查数据。目前市统

计局已完成规下工业

“金样本”企业专项调查

试点工作。

据悉，为认真完成

规模以下工业“金样

本”企业专项调查试点

工作，市统计局高度重

视，精心布置，扎实推

进，根据试点方案立即安排，做到责任

到人，确保调查工作保质保量完成。调

查前，认真核实“金样本”名录，了解样

本单位主营业务活动和收入构成，剔除

关停并转及非工业企业，确保样本的完

整性和科学性。调查中，下发企业产销

调查表，积极沟通协调，开展“一对一”

数据采集业务培训，详细讲解数据采集

要求、指标含义，对上报中存在问题的

企业采取现场走访调查，并加强数据间

逻辑关系审核，确保样本企业准确、及

时、完整上报数据。调查后，及时总结

经验，对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

结分析，并提出可行性的意见建议。

青海日报讯（记者 陈晨）11 月

20日，记者从青海省青年工作联席会

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了解到，自《青海

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8—2025
年）》实施以来，在青年信用体系、青

年社会保障、青年文化等 11 个有关

青年发展状况的重点工作领域统计

监测数据总体向好，各重点项目推进

有序，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体质达标率、青年志愿

者注册人数等目标提前或超额完成。

全省各地区和 43 个成员单位在

推动青年毕业求职、住房、子女教育、

婚恋交友、社会保障等方面，累计出

台 400 余项政策及若干实事项目，齐

抓共管的青年发展工作合力初步形

成。在青年思想道德领域，“青年大

学习”“红领巾爱学习”“共青团大讲

堂”等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开展各类

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7 万余场次，

覆盖青少年 600万余人次。在青年教

育领域，全省义务教育巩固率和高中

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 97.25%
和 95.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

公平程度明显提升，义务教育阶段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就读

比例达到 99.74%。在青年婚恋领域，

推进“移风易俗”相关条例制定，开展

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等项目。在青年就业创业领域，开

展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累计

设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 261
家；累计孵化青年创业企业 1152 家，

带动 1.31 万青年就业，持续助力全省

稳就业大局。

同时，有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

施。深化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

养工程，7386 名青马学员得到政治锻

造。持续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宣讲“青

骑兵”队伍 60 支，累计建成青少年民

族团结示范点 300 个，深化实施青年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工程。345 支省市

县乡村五级生态文明青年志愿服务

队伍成效发挥明显，累计开展各类主

题实践活动 2370 场，吸引 34.4 万青少

年参与。在乡村振兴、阳光助残、生

态环保等领域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5900 场次，参与青年志愿者达 19.3
万人次。全省近 2 万名“三项计划”

志愿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参与

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锻炼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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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彩萍）近日，郭

勒木德镇富源村迎来首届村办实体

产业（富源粮油加工厂）分红大会，共

发放面粉 8吨，总价值 3.5万余元。此

次分红是富源村村集体经济发展新

的里程碑，更是村办实体产业引领乡

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郭勒木德镇富源村结合实际，牢

牢把握实体产业的发展方向，逐步调

整产业结构，建成富源村粮油加工厂

特色产业项目，成功打造“富源尚佳”

商标，并与本村联点帮扶单位建立

“双帮”机制，实施“党支部+村办企

业+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架构模

式，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做

优做强小麦、青稞、菜籽等特色产业，

形成十个指头弹钢琴，多个产业促发

展的良好局面。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坚持党建

引领，锚定“产业发展、集体创收、村

民增收”的发展目标，在发展村集体

经济上再想办法、再添举措，让“看

得见”的集体资产变成更多“摸得

着”的红利，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

鼓，努力让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

感更强。

富源村首届村办实体产业分红大会召开

村民“腰包”越来越鼓

让老年人乐享幸福“食”光

老人排队打饭。 记者 冯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