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徒步到水路车马，再到如今的日行万里，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的出行变得便

捷高效，不再受限。但作为老年人，出行不便是他们面临的难题。近年来，如何让

老年人出行便捷、舒适、安全，成为了民生实事的重要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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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摔不起”

浅嗅花香，吆喝老伴帮自己拍下
一张美美的照片，在岳塘区菊花塘公
园里，今年 65 岁的曾奶奶和老伴正在
拍照记录生活：“放在两年前，我可没
有现在这样开心。”

2019 年，家住岳塘区东坪街道三
角坪社区的曾奶奶下楼梯时不慎把腿
摔伤，轮椅成了她的“新伴”，老伴推
不动“新伴”，曾奶奶也变得不爱出
门，自此过起了“蜗居”生活。直到东
坪镇三角坪社区开展个性适老化改
造，增设了无障碍通道、增高了走道护
栏，还在社区服务中心、卫生院、日间
照料中心等公共场所设置无障碍坡
道、电梯等设施，让老年人的轮椅在社
区内无障碍通行，曾奶奶终于“走”出

了家门。
近年来，“适老化改造”在湘潭遍

地开花，正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福泽
老年群体，尤其随着市区无障碍通道
等适老化设施的不断完善，“曾奶奶
们”的出行变得不再困难，市区公园、
周边景观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改变“记不住”

过去，老年人优待证是免费乘坐公
交车的十类证件之一，今年 3月，全省
停办老年人优待证业务，并以居民身份
证替代老年人优待证，改变以往老年人

“多卡多证”出行的局面，66岁的李奶奶
第一时间便享受到了这一福利。

对于李奶奶来说，老年人优待证
是自己退休后享受社会福利的重要

证件，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常有“添堵”
的情况。李奶奶解释，对于自己这种
记性不好的老人，身上多出一本证件
无疑是对自己大脑的一种“负担”。

“过去，要么是忘记带出去，享受不了
优惠，要么是忘记带回来，遗失补办
又麻烦。”至于现在，她说，“身份证一
件通用，乘车、办事带一张身份证就
好了。”

身份证代替老年人优待证后，不
少老年人表示，这样既节省了社会资
源，又方便了老年群众，体现了政府更
公平地推行老年福利政策的初衷。

包容“学不会”

比起李奶奶，今年 68 岁的程奶奶

就没有那么“幸运”，由于坐公交车晕
车，她只能乘私家车出行。加上自己
报了很多老年舞蹈书画课程，但儿女
们也不能经常接送，她的精致养老生
活大打折扣。儿子赵先生对此也很苦
恼：“家门口出租车不多，老年人一个
人打车出门，我们也担心。”近日，这
一家人的苦恼被“一键叫车”解决。

“点击一键叫车，为您快速呼叫出
租车。”在某网约车平台老年版里，语
音向导配上放大的字体便于老年人操
作，而真正便利的是“一键叫车”功能
——无须老年人输入目的地，点击“一
键叫车”，优先呼叫附近的运营车到老
人跟前，老人在说出目的地后，行程还
可以共享给家人，程奶奶说，“这就和
我和平时在路边打的士一样，操作简
单易学。”

4月29日上午10点半，市社会福
利院一楼特殊教育班的教室布置得
和平时不一样，上完第一节课，老师、
孩子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齐心协
力重新布置了教室座位。十几个孩
子们都伸长了脖子看向窗外，“来
了！来了！蛋糕和肯德基到了！”大
家飞快地围成圈，等待着每个月“最
幸福”的时刻。

当天举办的是福利院的“传统
项目”——集体生日。而班上生日
在四月的只有一个——社小明。小
明 15 岁了，是班上的大哥哥，今年
他的生日愿望就是生日当天吃上
肯德基。为了满足他的心愿，福利
院和社工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大早
就守在商店门口，成了当天最早的
顾客。

吃生日蛋糕、唱生日歌、许愿吹
蜡烛……特殊教育班的 13位小朋友

又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过生日最高兴的除了小明自己，还有
他的“岗位妈妈”吕雅岚。小明是孤
儿，患有脑瘫，出生几个月就被送到
了市社会福利院。福利院一直对他
进行按摩和言语刺激训练，但至今为
止他只能依靠轮椅行动。与正常的
孩子相比，小明没有广阔的活动空
间，没有亲生父母的关心爱护，但他
却有普通孩子没有的特殊关爱——
他拥有自己的“岗位妈妈”。“崽崽，慢
点吃，别噎着，鸡腿和蛋糕还有很
多。”用餐的过程中，不少“岗位父母”
都在一旁耐心地提醒着孩子，他们眼
中闪过的光，就是亲生父母关爱孩子
的眼神。

从 2019年 10月开始，市福利院
25名党员与孤残儿童配对，成为孤
残儿童的“岗位父母”，通过“五个
一”关爱行动进行温情陪伴。“五个

一”关爱行动具体是：一天打卡一
次，岗位父母每天至少看望陪伴结
对儿童一次，并在“家长”微信群里
打卡一次；一周活动一次，每周亲情
小组之间进行一次活动，通过活动
拓宽孩子的视野，丰富孩子的生活；
一月记录一次，岗位父母做到每月
有亲子记录卡，有图文资料，可记录
孩子们的点滴进步，也可记录活动
瞬间；一季度交流一次，以党小组会
议或者支部大会的形式，每季度党
员进行一次交流。“岗位父母”利用
工作之余，把孩子带回家一起吃饭
玩耍，增强了孩子的归属感，提高了
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配对的孩子
过生日，岗位父母会给孩子送上生
日礼物和祝福。针对不同孩子特
点，“岗位父母”会培养他们的兴趣
特长，“一对一”开展心理疏导活动，
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英烈“归队”！
吴迪刚烈士墓迁葬至湘潭烈士陵园

本报讯（记者 赵明）“我们放心了，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父
亲的事迹。”5月4日，吴迪刚烈士的儿子吴健、女儿吴淳通过视
频表示，父亲的骨灰已迁葬至湘潭烈士陵园，这是全家人多年
的夙愿，他们无奈因疫情暂时不能回乡见证迁葬仪式，表示将
待疫情平稳后回乡祭奠。

青山隐隐埋忠骨，湘江浩浩慰英灵。4月 28日，吴迪刚烈
士骨灰迁移安葬仪式在湘潭烈士陵园举行。1943年出生于湘
潭县杨嘉桥镇的吴迪刚，1961年入伍，生前为解放军某部助理
员。1973年 7月 26日，部队休假期间，吴迪刚在湘潭市郊齐家
大塘抢救落水孩子时，不幸牺牲，时年 30岁。吴迪刚牺牲后，
安葬于家乡杨嘉桥镇，近 50年，烈士墓一直由吴迪刚的近亲
属维护。

为了让散葬烈士得到集中安葬，经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
雨湖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商，烈士家人同意将墓葬迁往湘潭烈
士陵园。吴迪刚烈士的配偶晏雪云表示，吴迪刚牺牲时女儿刚
满月、儿子不过2岁，虽然一家人面临困难，但得到了党和政府
的关照，“父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两个孩子。”目前，吴迪刚烈士
的儿子吴健、女儿吴淳，分别在国外和香港工作，均因疫情无法
赶回参加迁葬仪式。兄妹特地写信致谢，并表示将继承父亲的
遗志，在各自领域继续作出贡献。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透露，近年来，按照“应迁尽迁、集中管
护”的原则，湘潭市各地陆续将散葬烈士遗骸、烈士墓集中迁入
烈士陵园。全市已集中保护烈士墓219座，其中湘潭烈士陵园
集中安葬 195座、烈士集中安葬地 24座。在韶山烈士陵园、湘
潭县烈士纪念园新建 2处烈士墓区，新建和改扩建 8处烈士集
中安葬地，集中保护烈士墓219座，就地整修烈士墓73座，完成
其他配套整修项目53个，环境整治项目30个。

老兵穿上“红马甲”
本报讯（记者 赵明）“这边您忘记签名了，记得补上。”“功

勋奖励不仅要一个个写明，还要对照上面的要求填。”5月3日，
李文海和梁涌“当班”，午饭后就到岳塘区书院路街道葩金社区

“打卡”，为前来申领退役军人优待证的老战友们答疑解惑。这
是他们志愿服务队上岗的第 12天，10多名老兵自发组建的志
愿服务队，正为社区登记工作分忧。

4月底，我市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工作启动。葩金社区通
过初步摸底，有500余名退役军人需要进行优待证申领，4月22
日开始，登记录入工作量开始猛增。申领程序需要申请人带相
关证件填表，工作人员还需要对其进行人脸认证、留存身份及
立功受奖资料并录入信息等，工作庞杂费时。遇上年龄稍大的
退役军人，则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精力为其解释表格每项的填写
规范，“一份表格14面，哪怕没有疑问自行填写，一个人完成全
套流程也需要半小时，碰上大家集中过来的时间段，确实应付
不来。”工作人员说。

工作人员的忙碌被前来登记的李文海看在眼里。60岁的
李文海，1983年退役，近年多次参加社区组织的抗疫、雷锋服务
等志愿活动，这次他又想穿上红马甲，“我是退役军人，又是党
员，对登记流程比较熟悉，我想给社区工作人员帮点忙，也为我
们的老战友尽点力。”

李文海提出为社区做志愿服务，随后社区在网格群发出倡
议，倡导有相关经验的退役军人为填表人提供咨询服务。

让工作人员意外的是，不仅有赋闲在家的老兵响应，连有
工作在身的年轻退役军人也踊跃报名，梁涌就是其中一位，

“我家和单位都在九华，户籍地在葩金社区，我有义务来帮
忙。”周末及休假时，他一天没落下，每次都是开车半小时到社
区，一忙就是大半天。他说，自己穿过军装，退役后也参加过
抗洪，军旅情结及回报社会的感情让他义无反顾地穿上红马
甲当上志愿者。

葩金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老兵志愿服务队共有10余
名退役军人，确保每天有两至三人在社区值班，为退役军人优
待证申请人答疑解惑，“老兵们的精气神确实感动了我们，他们
不仅为社区工作分忧，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俗话说，一心不能两用，但我市的空竹
达人彭登远却可以——他能在一根绳上玩
转两个双头空竹，并且玩出几十种动作。

4月 24日，58岁的彭登远在白石公园
为我们展示他的绝活——“一线双星”，也
就是两个空竹在一根绳子运转并玩出各种
不同的花样。“左右点水”“金鸡上架”“电风
扇”“单手摇双铃”“双抛”……几分钟内，彭
登远就变幻莫测地玩出了 30多种花样，只
见两个空竹在一根绳子上时而上下翻飞，
时而稍息停顿，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彭登远说，通常一个空竹是在一根绳
子上运转，玩两个以上的空竹需要操控两
根以上的绳子，要让两个空竹在同一根绳
子上运转，难度增加很多，玩出各种花样更
是不易。

湘潭市空竹协会会长陈红介绍，抖空
竹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根绳子
上玩两个空竹，圈子里叫“一线二”，难度并
非简单的数量增加，操控人必须在一根绳
子上必须反复练好加速度、掂、抛、接等动
作要领，需要极好的功底才能玩出众多花
样。目前，省内能玩出“一线二”的空竹高
手屈指可数，在国内也是凤毛麟角。

广场直饮水点变私家水源，
“蹭水族”何时止？

本报讯（记者 陈旭东）广场内设置的便民直饮水机前，常
有“蹭水族”提着大桶小桶接水后提回家，把公共饮水机当成了
自家的水龙头……近日，有市民反映，岳塘区建设南路友谊广
场内为游人设置的直饮水机变成了一些居民的私家饮水机，居
民的这些不文明行为影响了其他游人正常饮水。

4月 20日，我们来到友谊广场直饮水点观察发现，10分钟
内就有 3名市民拿着 5升的大水桶或家用水壶在直饮水点取
水。这些来提水的市民都带来了特制加长的水管。由于取水
速度慢，5升的空桶需要 2分钟左右才能接满。我们问其中一
位取水的市民，为何不自己去买直饮水，这位居民直言，广场姓

“公”，广场内的直饮水理所当然谁都可以来取，谁也管不着。
正在游园的张女士告诉我们，这里的直饮水机装了好几年

了，对经常在这里锻炼的市民来说，需要饮水时确实方便又干
净。但一些周边居民把这个直饮点当成自家的直饮机，她表示
很难接受，因为直饮水点本是一种福利性的公共设施，这些公
共资源被私人占用，既影响他人，也影响城市形象，管理部门应
出面制止。

随后，我们联系了市园林中心城市道路绿化维护二队。工
作人员介绍，友谊广场和其他公园都设有直饮水点方便市民、
游人饮水，但是由于友谊广场的直饮水点距离周边的居民点很
近，个别居民提着大桶来取水的现象比较严重。为此，值守工
作人员曾多次劝阻，但因为管理人员没有执法权，效果不是很
理想，一旦管理人员离开，这些居民又继续大桶小桶来取水。

“由于这个取水点使用频率过高，我们也进行过多次维修，希望
周边居民不要再把公共直饮水机在当成私家饮水机了。”这位
工作人员表示，今后管理人员会继续加大巡查、劝导力度，同时
也希望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广场内公共直饮水点。

十年漏水积怨“深”
法官妙解坚冰“融”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李纯）俗话说“远

亲不如近邻”，然而，邻里之间也有发生矛盾的时
候。前不久，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长达十年之
久的邻里纠纷案件，经法院调解得以化解。

早在2013年，朱某因自家房屋渗水与住在楼
上的段某发生纠纷。其间，双方曾试图协商解决，
但一直不了了之。2019年，渗水演变为漏水后，双
方再次协商未果，朱某多方求助当地居委会、街道
办及派出所组织协调解决漏水问题，但成效甚
微。无奈之下，朱某向岳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段
某修复漏水问题并赔偿。

承办法官受理案件后，考虑到双方是邻里关
系，以后还要长期相处，认为调解结案是最佳选
择，便第一时间前往涉案房屋勘察，并走访社区。
掌握了整个案情来龙去脉后，承办法官多次找到
双方调解，从《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法律角度、
和谐邻里的情理角度，积极促成双方探寻解决房
屋漏水问题的方法。

最终，法官用真诚的态度，将心比心的谈话手
法，成功融解了当事人内心的坚冰，双方握手言
和，重现往日邻里和睦情。承办法官也全程参与
督导涉案房屋漏水修复施工，至此，一场因房屋漏
水引发的邻里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办案法官提醒，因房屋漏水引发邻里矛盾比
较普遍，在发生此类事情后，居民朋友应积极处理
漏水，避免损失扩大，同时，应快速主动去沟通，漏
水之初，往往损失不大，损失越小、矛盾也越容易
解决。在沟通无果后，应积极维权妥善处置，及时
提起诉讼，这样不仅有利于查明漏水原因,也有利
于让百般抵赖、极力推卸责任的侵权人及时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斯洛文尼亚：

每个垃圾箱
都连着地下回收站

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是欧洲第一个
宣布实现垃圾“零废弃”标准的首都，垃圾分类管
理可谓后来居上。该市 2002年开始实行垃圾分
类，对纸类、玻璃、塑料和其他包装材料分门别类
进行回收。2004年，卢布尔雅那加大落实城市废
弃物管理力度，鼓励企业和个人在生产和消费过
程中注意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

走在干净整洁的市中心街道上，分门别类的
垃圾箱整齐排列。这些垃圾箱无法随意打开，居
民想要丢弃垃圾，需要使用专门的电子智能卡开
启箱盖。垃圾箱的运行由箱体上安装的太阳能板
赋能。

同时，每个垃圾箱都与地下垃圾回收站直接
连接。这些回收站有效利用了城市的地下公共空
间，扮演着“小型垃圾中转站”的角色。由于垃圾
在丢弃时已完成了分类，工作人员只需定期前往
地下回收站进行回收，简化了垃圾分类流程。目
前，卢布尔雅那有 67个这样的地下回收站，每个
回收站的间隔仅有150米。

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卢布尔雅那的
垃圾产生量不断创下新低。2018年，平均每位居
民仅产生了 358公斤的垃圾，低于欧盟国家居民
年均产生垃圾 492公斤的数值。目前，该市垃圾
回收利用率为68%。到2025年，它的目标是至少
回收利用75%的城市垃圾。

（来源：人民网 吴珊 刘婧怡 整理）

“银发经济”系列报道④
出行方式更贴近老年群体

本报记者 熊婷

空竹高手“一心两用”
一根细绳上玩转两个空竹

本报记者 陈旭东

彭登远展示他的绝活——“一线双星”。 （本报记者 陈旭东 摄）

有“爸爸妈妈”陪伴的集体生日，真好！
本报记者 吴珊

社会福利院的
“岗位父母”陪孩子
过集体生日。
（本报记者 吴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