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亮了。眼睛一睁，65岁的刘
桂花躺在床上，琢磨该如何度过新
的一天。跟她所在的浙江省杭州
市建德市梅城镇的许多老人一样，
刘桂花承担了帮子女照看孩子的
任务。再过一会，她的外孙汪思齐
会在 7 点半左右起床。孩子 10 月
份才刚满3岁，所以还没有上幼儿
园，成天都需要人陪在身边。

梅城镇地处新安江、富春江、
兰江三江汇合处，风景秀美。平日
里，除了让孩子吃饱穿暖，刘桂花
能做的就是带外孙去梅城大坝上
散散步，再去逛逛小超市，如此消
磨时间。陌生人多的地方外孙会
感到害怕，大坝上重复的风景也难
以满足孩子愈发旺盛的好奇心，而
刘桂花自己的老年生活也基本被
育儿所占据。

刘桂花本以为在乡下过日子
就是这样，直到去年 6 月，梅城镇
宝华洲社区婴幼儿成长驿站建成
开放，看到里面丰富的游戏区、绘
本区、活动区，孩子和她的眼睛都
亮了。同时，驿站与社区的老年食
堂、智慧健康站、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在空间上彼此联通，当孩子在一
边玩耍、学习时，老人可以在另一
边吃饭、娱乐、享受医疗服务。

“今天还带孩子去驿站，午饭
就在老年食堂解决。”这样一想，刘
桂花兴致满满地起床了。

“一老一小”，各有各的难

上午 10 点 40 左右，81 岁的宝
华洲社区居民王平信步走进老年
食堂，付款5元，吃到了猪脚黄豆、
肉圆、炒蒲瓜、青椒炒臭豆腐、炒包
菜 5 道菜。王平的儿女如今都在
外地定居，不太会做饭的他成了老
年食堂的忠实“粉丝”，甚至专门为
食堂写了两幅书法作品：“社区食
堂办得好，利国利民美名扬”。

“吃完饭，我还可以到棋牌室
打打牌，打到下午 3 点钟，再去游
个泳。”拥有如此充实的老年生活，
自称“八旬老叟”的王平看上去身
体健朗，精神矍铄。

如果说王平还只是因为不会
做饭才需要老年食堂，那建德市李
家镇龙桥村村民吴香兰则是必须
依靠食堂的送餐服务才能“有口饭
吃”。98岁的她摔倒后卧病在床，
80多岁的老伴也自顾不暇，多亏有
送餐员一顿又一顿地把热饭送到
她的家门口。

“在建德农村地区，养老主要
有‘三难’：留守独居老人吃饭难；
优质养老服务覆盖难；传统养老观
念改变难。”建德市民政局养老服
务和老龄工作科科长朱福平说，

“根据我的观察，一些老人有时做
了一两个菜，会吃上好几天，生活
质量很低。”

另一边，建德市卫生健康局基
层卫生与妇幼保健科科员方慧发
现，在育儿问题上，当前，建德大多
数农村家庭还是以家庭养育为主，
而这一任务主要由老人承担。“在
隔代养育的过程中，受观念、能力

和资源的影响，农村老人大多无法
做到科学育儿，这也会导致一些农
村地区学龄前儿童在早期发展上
与城市儿童拉开距离。”她说。

按传统思维，“一老一小”各自
面对的难题会由不同主管单位分
头解决，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是：当老年人还需要付出精力带孩
子，他们又如何有时间去享受养老
服务？朱福平曾设想：“如果有一
种方式，能够把面向两种人群的服
务结合在一起，有人可以帮老人照
看、教育小孩，同时，他们自己也能
得到照顾，那该多好！”而近年来，
建德市出台的《“一老一小”整体解
决方案》《2024年建德市婴幼儿养
育照护服务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关于进一步推进“幸福方桌”扩面
提质工作的通知》等系列政策，正
在让这种“一老一小”融合服务走
进现实。

把养老、托育资源整合起来

一幢闲置农房改造后，楼下是
老年助餐点，楼上是儿童绘本室；
一排平房，左手边是老年食堂，右
手边是婴幼儿成长驿站……在建
德市农村地区，这样的空间被统称
作“一老一小”融合服务驿站。

率先在“一老一小”融合服务
上作出尝试的是李家镇。“我们李
家镇青壮年外出务工人数多，60岁
以上老年人占常住人口的 44%。
2022年，我们启动了‘幸福方桌’行
动，当时是想破解老人‘吃饭难’问
题。同时我们观察到，村里的留守
儿童也亟须得到关爱，所以我们在
助餐点的基础上，打造了儿童活动
室。”李家镇宣传委员尚飞说。

下午3点半左右，龙桥村村民
王好好带着14个月大的女儿萱萱
来到村里的“一老一小”综合服务

驿站儿童绘本室。绘本室里铺着
木地板，台阶和书架的边条皆打磨
光滑，像萱萱这样还不会走路的小
宝宝在里头爬来爬去也不用担心
磕碰；五颜六色的软垫、玩具和丰
富精美的绘本都是孩子们的“心头
好”。王好好说：“以前遛娃就是抱
着孩子在村里走来走去，现在她特
别喜欢到绘本馆里翻书看。”

这样的绘本馆哪怕放到城区
也毫不逊色，而龙桥村党支部书记
杨满花透露，最初的想法只是不让
助餐点楼上的空间闲置，打造绘本
馆只花了两三万元。“为了以更低
成本运营，我们还请当地的退休老
人、有一技之长的爱心人士来志愿
教学。今年3月份开始，基本上每
周都有课程活动。”杨满花说。

“我是‘穿越时空’站在这里
的。”87岁的龙桥村手艺人锦贤言
语中透露着幽默感，他时常在这里
给孩子们上书法课，并把村庄的过
往讲给他们听。每个周末，李家中
心小学教师项益娟也会以志愿者
的身份来到这里，给村里的孩子们
上美育课。

“一老一小”融合服务驿站还
承担着养老助餐功能。在李家镇，
综合考虑老年人居住分布情况及
地理位置因素，助餐服务由“中心
食堂＋助餐点＋就餐点”构成，
2022年实现镇域送餐全覆盖。

下午4点左右，在李家镇李家
村中心食堂，管理员黄建国正指挥
着送餐员李炯红、李国良等人将一
份份晚餐打包进不锈钢桶装餐盒
中，再放置到红色保温箱内装车运
走。

“我今天要送 24 份餐到村民
家里，送完大概需要 40 多分钟。”
李炯红说。

老年食堂里还摆放着 8 张方
桌。下午5点左右，陆续有村民前

来用餐。在写着“想吃什么留个
言，想说什么留个话”的留言板上，
有村民留言：建议多增加一些有李
家特色的菜品。食堂留言回复：已
安排肉圆、笋干烧肉等。还有一些
村民留言称赞道：“和年轻干部一
起吃饭，感觉小孩就在身边，可以
诉说心事”“送餐员真是好，不仅送
餐到家，还帮我家打扫卫生，谢谢
了”。

64岁的李家村村民叶爱玉经
常带着 4 岁的小孙女来这里。小
孩子放在李家镇婴幼儿成长驿站
免费托管，老人家自己则可以去旁
边的老年活动室下棋打牌，顺便在
食堂吃个饭。

在驿站里，管理员洪燕正忙着
将新采购的一批玩具整理好，包括
摇摇马、仿真厨房、医生护士工具
箱等。她说：“这些玩具是根据卫
生健康局下发的清单采购的，专为
0-3岁婴幼儿设计，材质很好。”

不只有功能齐全的空间和设
施，驿站每周还会组织亲子、早教
或儿保等活动。近期，镇卫生院儿
保医生黄震刚来这里给家长讲解
了秋冬季传染病的预防知识。据
方慧介绍，目前，科学养育照护活
动与健康课堂等项目已在建德全
市16个乡镇全面推广。

如何长效运营、深度融合？

在各地都在积极建设老年食
堂的今天，一些村庄老年食堂运营
不下去的新闻也时常出现。

“很多老年食堂运营不下去，
无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定价太
低，甚至免费。同时，没必要村村
都办食堂，有些村人少，平摊下来
成本很高。”朱福平分享道，“之前，
我们在全市找了近 20 家老年食
堂，经过半年时间的成本核算，基

本上确定了一荤一素的成本价。
在此基础上，我们给乡镇设定了老
年食堂最高限价，同时，通过中心
食堂辐射 N 个助餐点的模式，有
效控制了成本。在政府出一点、
村集体筹一点、志愿者捐一点、老
人付一点的机制下，资金获得了
保障。”

然而，运营好老年食堂只是推
进“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的一个
环节。尽管建德农村地区“一老一
小”融合服务目前已取得了不错效
果，朱福平坦言：“现在的融合，在
场地、资源、活动等方面做得还不
错，但离形成真正的服务体系尚有
距离。以现在农村的客观情况来
看，‘一老一小’专业服务人才和管
理人员仍是比较缺乏的。”

同样是推进“一老一小”融合
服务，位于城区的洋溪街道洋安社
区就能实现集托育点、成长驿站、
养老服务中心、便民食堂、智能养
老院等服务于一体，并依照各自特
点采取“公建民营”“第三方运营”

“民建公助”等多种模式，同时与城
区丰富的社会机构开展合作。

方慧表示，当前，农村地区婴
幼儿成长驿站的活动主要是在政
府支持下开展的，每月一次的频率
算不上频繁，现阶段能取得的效果
只是让农村居民先形成科学养育
的认知。“而且驿站不能等同于专
业托育机构，现在每家驿站每年有
5 万元的财政保障，用于日常开
支。如果驿站想备案成为正式的
托育机构，对场地、人员资质会有
另外的要求。”她说。

但农村地区“一老一小”融合
服务驿站的出现至少为服务老人
和小孩提供了一种新的载体，便于
精准对接公益项目和承接各方资
源。借助驿站等基层文明实践站
点，自今年5月以来，建德市、镇两
级“德润建德·17出发”文明实践直
通车累计开通600余班次，服务了
100 余个偏远山村的 1 万余名村
民。

JI LIN NONG CUN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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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城镇宝华洲社区婴幼儿成长驿站

“朝阳”与“夕阳”如何两头顾？
——浙江建德市探索农村“一老一小”融合服务

朱凌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