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记者 徐红燕

本报讯 深秋之际，在阳光的照耀下，临江如同一幅
色彩斑斓的油画。“咔嚓！咔嚓！”在临江街道的田间地
头，在如诗如画的河岸两旁，在水天一色的湿地之上，来
自钱塘的多名摄影爱好者举起相机，调准镜头，定格下了
关于临江的美好印记。

11月7日，临江街道举办了以“岁稔年丰 映像临江”
为主题的摄影采风活动。通过镜头记录农事乐趣、数字
农业、丰收喜悦，凝聚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强大力
量，展现临江街道拥抱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新场景。

此次摄影采风活动，摄影爱好者一行前往一线海塘、
出海码头、观鸟亭、十七工段最美道路等地，拍下了临江
的风景之美，还走进龚老汉，记录下企业抓甲鱼的生动瞬
间。当天，萧东村丰收节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毅行、机
械割稻、手工割稻、抓鸭子等活动成为摄影爱好者最喜欢
的素材。

“这次摄影采风活动，内容丰富，安排紧凑，选择的采
风拍摄点比较典型，很有特色。”参加采风活动的摄影爱
好者蒋关松高兴地说道。

“独臂”摄影爱好者赵学文，在这次采风之行中同样
收获满满。“看到钱塘江江堤和码头的壮观景象，我想到
当年万人围垦的场面；拍摄毅行的队伍，感受到了人们热
爱生活，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气儿；最有趣的是比赛
人工收水稻和抓鸭子，让我们看到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
面。”赵学文最满意的是一名农民手捧金灿灿稻谷开心大
笑的照片。

摄影爱好者的镜头记录了临江的风景之美、人文之
情，他们本身也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主题摄影采风定格最美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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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渝 通讯员 靳越涵

本报讯 秋天，盛满丰收喜悦的季节。近日，前进街
道前新社区开展“五谷为墨齐画丰年”手作活动，邀请老
年朋友共庆金秋时光。

五谷杂粮工艺画简称“五谷画”或“粮食画”，是一种
古老的民族传统艺术，起源于盛唐时期，象征着五谷丰
登、国泰民安。以五谷丰富多彩的本色为基调，通过粘、
贴、拼等手段，利用其他辅料粘贴而成的山水、花鸟等形
象的画面，色彩自然、层次分明，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活动开始，社区工作人员将提前准备好的胶棒、卡纸、
例图、豆子等道具分发给老年朋友们，大家挑选了自己喜
欢的图案，开始创作。玉米粒和小米在纸上组合起沉甸甸
的粮仓、绿豆和黄米在纸上长成了南瓜、大米和西米在纸
上飞出了小鸟……不同颜色的五谷杂粮在老年朋友们的
巧手下，变成一幅幅彰显丰收喜悦的艺术品，画面色彩丰
富，寓意深远，展现长者们对丰收和美好生活的期盼。

五谷杂粮画丰年

■记者 蔡依卢 通讯员 陈颖超

本报讯 近日，河庄街道江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
展老年人防诈骗知识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村内老年人
自我防范意识，有效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切实保障老年人
财产安全。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多块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
揭秘新型诈骗类型、讲解真实案例等多种形式，揭示不法
分子可能利用电话、网络等媒介编造各种理由、设置重重
陷阱，诱骗进行银行卡转账，骗取钱财。

“遇到陌生短信千万要小心，套问信息不要信。”现
场，志愿者还引导老人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提高警惕，
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多核实”。遇
到可疑情况时，要及时与家人、亲属沟通或拨打报警电
话，谨防上当受骗。

防诈宣传走进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社区百人旗袍秀“美出天际”

■记者 武佳奇 见习记者 何雨珍
通讯员 冯露

本报讯 近日，白杨街道云涛联合社区举办百人旗袍
秀活动，云下夕阳舞蹈队的阿姨们身着旗袍、妆容精致，
手持折扇、优雅迈步。在展现古典服饰之美的同时，彰显
老年人的精神风貌。

当天上午，百名阿姨身着黑色旗袍，排成两列从社区
文化家园向银海公寓出发。阿姨们眉目如画，步伐轻盈，
绰约曼妙，成为居民眼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挥扇、转身、回眸……伴随着舞蹈队的表演，越来越
多的居民纷纷驻足观看，音乐声、掌声、喝彩声在广场上
交融，绘就一幅热闹祥和的画面。

■记者 武佳奇 见习记者 何雨珍
通讯员 石徐帅

本报讯 近日，浙江理工大学
紫薇阁餐厅迎来了一批特殊的食
客，在一群青春洋溢的大学生里显
得格外显眼，他们就是首批白杨街
道高教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点会员。

原来，为满足社区老年人便
利、实惠、安全的助餐服务需求，

高教社区联合浙江理工大学后勤
服务中心膳食服务科共同打造了

“老年助餐服务点”。
在服务点张贴的价目表上可

以看到：素菜1.5元至3元不等；荤
菜3元至5元不等；面食9元至15
元不等。“老年人平常点一荤一素
两个菜，享受完白杨街道用餐补
贴后一顿饭只需另付几毛钱。”社
区工作人员介绍。

“价格合理，品种丰富，我们
不想做饭的时候，过来就能吃现
成的。”高教社区居民胡大伯今年
70 岁，他最喜欢食堂里的小黄
鱼、卤鸡腿和牛肉面。“家门口的
老年助餐点，饭菜新鲜好吃，价格
也实惠，以后我会常常光顾的。”
80岁的熊老师乐呵呵地说。居
民姚阿姨在品尝过饭菜后也竖起
了大拇指：“饭菜花样很多，口味

也很适合我们老年人，食堂考虑
得很周到！”

老年人就餐问题一直是白杨
街道关心的“关键事”。近年来，
白杨街道整合多方资源，依托共
建单位等优势平台，已启动3个老
年食堂、7个社会化助餐点，并分
别推出老年人就餐补贴和优惠，
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幸福“食”光。

家门口的“食”惠 白杨又一个老年助餐服务点启用

■记者 周正倩
通讯员 田奕灵 徐雯雯

每天上午10点半左右，下沙
街道下沙社区聚益堂睦邻中心乐
邻食堂刚刚开门，工作人员就已
经忙碌起来。“顾客”们陆陆续续
前来，熟练地为自己搭配今天的
午饭。

“袁大爷，今天想要吃点什
么？这个咸肉冬瓜烧得熟烂，要

不要来一份？”配餐员林阿姨主动
问道。袁大爷看来看去，挑了最
喜欢吃的两荤一素，最后付了3元
钱。他笑着说：“菜太多了，我都
不知道选哪样了，还都很便宜，味
道也不错。”

花3元钱吃一顿饭，得益于杭
州市根据年龄段为老年人提供的
5-8折优惠折扣——60至 79周
岁老人享受8折优惠，80至89周
岁老人享受7折优惠，90周岁以

上老人享受5折优惠。在市级基
础上，下沙街道为各年龄段老年
人配置每人每天2元、3元、5元的
补贴。不仅如此，下沙社区推出
为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月补助
250元、90周岁以上老年人每月
补助390元的个性化优惠。

老年助餐不仅要实惠，还要
吃得舒心。乐邻食堂于今年10
月 18 日正式启用以来，已有
700 余人次实实在在享受到了

“家门口”的养老“美味”。食堂
的就餐环境明亮整洁，有两名配
餐员，周一至周六提供中餐服
务，最多可容纳 48 名老人同时
就餐。“考虑到老年人的口味和
健康，食堂每天10道菜不重样，
并结合老年人们的反馈意见，及
时更新菜单。”社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不仅是下沙社区，聚焦老年
人反映最集中、需求最迫切的吃
饭问题，下沙街道大力推进老年
人助餐服务体系建设，辖区内已
建成社区老年食堂或助餐服务点
共计16个。新元社区全力打造
优质的老年助餐点，从食堂环境
的设计到厨房设备、吃饭桌椅的
采购，都根据老年人的特点“量身
定制”，确保老年人吃得好、吃得
放心。

另外，为了惠及每一位老年
人，新元社区在各项优惠基础上
每人每月补贴200元，极大降低了
老年人的就餐成本。“便宜，比我
们自己烧的好吃多了！”钱奶奶将
面前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向配
餐员竖起大拇指。

老年助餐服务，承载着老年
人满满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下沙
街道各社区将不断满足老年人多
样化的助餐服务需求，用心打造
老年人的幸福“食”光，同时以老
年助餐服务为辐射点，积极构建

“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深化
“银发+”服务内容，提高基层养
老服务水平，托起老年人的幸福
晚年。

3元吃顿饭 助餐“食”事温暖老人幸福“食”光

“我在钱塘很好！”
温暖服务点亮银龄生活

■记者 周正倩 通讯员 翁新悦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下沙街道柠檬社区的居民来自五

湖四海，大多为来杭奋斗的青年群体，随子女来钱塘定居的

老年人也随之增多。如何更好地服务这些老年人？柠檬社

区整合优质资源，搭建多元化服务平台，不断创新为老服务

模式，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的养老需求，用实际行动“点亮”

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公益护老
关爱银龄健康

社区每月定期开展便民服
务，免费为辖区老人爱心理发，一
张椅子、几把剪刀、一块布搭起的
小小“便民理发店”深受社区老年
人喜欢。“我和老伴几乎每月都
来，方便省事。别看设备少，但来
剪头发的师傅都手巧得很。方
便、免费、离家近，这种服务对我
们老年人来说太好了……”享受
便利的社区居民对志愿服务赞不
绝口。

社区还联合党建共建单位为
老人开展免费义诊活动，提供健
康咨询和专业指导，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并开展“老年防

诈骗”“老年如何科学生活”等健
康知识讲座，让老年人对自己的
身体健康有全面的认识，打通服
务老年人的“最后一米”。

智慧助老
点亮银发乐享生活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智能手机
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然而对一些老年人来
说，他们面临着“用不惯、不会用”
的难题。为此，柠檬社区邀请青年
党员、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到“智慧
助老”行动中。“这里点一下，就能
放大语音声音。”“这样一直按着，
就可以复制了。”“想转发这个到朋
友圈？要先点这里……”

社区还多次组织开展老年人

微信简单操作培训，指导老人学
会支付宝扫码、打车、挂号，解决
老年人在社交、出行、就医、消费
等方面的困扰，同时帮忙下载国
家反诈中心App，嘱咐老年人防
范各类电信诈骗。

文化养老
滋养银发多彩晚年

为提高老年人文化生活质
量，柠檬社区搭建学习、娱乐、休
闲平台，先后成立舞蹈队、书画
社、手工坊等，将社区热爱文艺的
老年人聚到一起，开展文化艺术
特色活动，加大文化养老公共服
务。除了团队学习，社区还邀请
专业老师进行授课，多渠道、多层
次、多形式地开展老年文体活动，

推动老年人文化艺术生活再上新
台阶，有效提升老年人的认同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

吉大伯今年89岁，在下沙生
活六七年了，一直喜欢用电脑关
心时事。但其实刚开始他不会用
电脑打字、上网。社区工作人员
了解情况后，便上门手把手教
他。现在，吉大伯经常参加社区
活动，咨询老年人政策，找工作人
员聊天，生活丰富多彩。“我在下
沙很好，吃、住、行上有什么困难
都不用愁，一个电话社工随叫随
到。”吉大伯开心地说。

夕阳无限好，枝叶总关情。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社会幸福
的直接体现，更是当下“银发”群
体的朴素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