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邹明强

就业创业小贴士
马鞍寓意平安吉祥，手工制作的马鞍售价在5万元左右，一些使用贵重原料的马鞍价格甚至高达十几万元、几十万元。 随着草原旅游的持续升温，旅游纪念品市场和旅游景点的马鞍需求量猛增，同时餐饮、住宿、博物馆、文化馆等单位的装饰需求也不断增加，手工制作马鞍的市场前景广阔。

在我国， 以社区为中心的养老服务主要
由社区居委会组织实施， 社区居委会利用社
区服务中心平台， 组织专业人员和志愿者为
本社区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然而，专业人
员承担养老服务的范围有限， 社区养老服务
的供给很大一部分要依靠志愿者来承担。

专业人员和志愿者在社区养老中根据老

年人的不同服务需求发挥不同作用。 老年人
在社区养老所需要的服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家政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精神文化服务。
其中医疗卫生服务主要由专业人员承担，家
政服务和精神文化服务则部分由专业人员承

担，部分由志愿者承担。随着居家养老和社区
养老在我国的发展， 社区志愿者将成为社区
养老服务的重要补充力量。

日前， 记者在湖北江汉油田各矿区采访
发现，钻北小区、物探小区和运输小区等社区
均结合各自实际，积极探索以居委会为主体，
社区为依托， 依靠志愿者队伍提供养老服务
的模式， 为独立工矿区的职工养老服务开展
提供了范例。

钻北小区60岁以上居民占总人口的40%，
远超国家老年社区标准，是典型的“老”小区。为
应对这一现状， 钻北小区招募了100余名社区
养老志愿者，与40余户高龄、空巢、独居等老人
家庭结为社区养老互助对子。 按照“就近便利”

原则，志愿服务队组建成立了若干助老志愿
小分队，结合志愿者特长，开展卫生打扫、洗
衣做饭、代买代购、陪聊等志愿服务。

物探小区的养老志愿服务，突出 “孝”
文化。 社区与物探学校联合成立“红领巾”
雏鹰敬老志愿队， 引导社区青少年传承孝
文化、践行孝文化。“红领巾”志愿者与小区
三户独居老人结成对子，定期进行探望、关
爱和帮扶。

运输小区远离油田矿区，小区1200多
位居民95%都是离退休人员和离岗家属，
其中空巢老人有306人， 不少老人买菜做
饭都有困难。为此，运输小区探索开展了为
独居老人送餐的服务模式。

格·巴特尔有一个梦想，让阿木古郎镇成为马鞍具制作之乡，让年轻
人学习马鞍制作手艺，形成特色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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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聚焦“养老服务”③
北京

“零成本创业行动”发布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罗娟）日前，“2016 年大学

生零成本创业行动”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从 6月中旬至 6月底，该行动面向应届毕业生
（含高职、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及毕业 5年
内创业青年，征集创业计划书或已实施的创业
项目。 活动拟评选出 60个创业计划书或创业
项目， 每个获奖项目将得到 10 万元～50 万元
的天使投资，可选择入驻河北怀来、安徽合肥、
海南三亚三个孵化器，孵化器免费提供办公场
地 3年及免费入驻创客公寓等系列服务。

所谓 “零成本 ”创业 ，在 KAB 创业教育
（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家华看来，当下是零边
际成本的社会， 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好的创意
就可以创业。 他建议大学生创业者借助互联
网把解决痛点的方案拓展到最广大的领域和
每个人身边。 据了解， 该活动由中国青年报
社、KAB 全国推广办公室、 水木资本联合举
办， 旨在服务全国高校大学生毕业季创业实
践。 截至今年 2 月，KAB 项目共培训了 1424
所高校的 7942 名专业讲师，并在 305 所高校
设立大学生 KAB 创业俱乐部。

湖北

开展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专项检查
本报讯 （记者张翀 通讯员尚波）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6月中旬至 7月底，湖北省
人社厅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用人单位遵守劳
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

据悉，工程建设领域企业工资支付、工资
保证金缴纳和工伤保险参保情况是检查的重
点内容。对欠薪案件，人社部门将及时责令限
期支付， 拒不支付的责令支付赔偿金，“恶意
欠薪”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在监督
工资支付的同时， 人社部门将督促相关建筑
施工企业缴纳工资保证金， 一定时期内未发
生工资拖欠的企业可予减免， 对拖欠工资案
件多发的企业将提高缴存比例。检查中，全省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将及时了解产能过剩行业
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指导生产经营困难企
业及时与工会和职工就工资支付达成协议，
确保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法获得
经济补偿等权益。

广东

落实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
本报讯 （记者叶小钟 刘友婷） 日前，

2016 年广东省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会议
在广州召开。 会议对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工作做出部署。

广东省委常委 、 常务副省长徐少华指
出 ，2015 年广东省军转安置工作取得显著
成绩， 接收的约 2500 名军转干部均得到妥
善安置， 计划分配军转干部安置到机关和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占 89.5%，
到事业单位的占 8.9%， 到企业的占 1.6%，
安置进度为近 10 年最快， 安置质量稳中有
升。 徐少华还指出，2016 年国家下达广东省
接收安置军转干部 3500 多人 ， 同比增长
45%。 做好军转安置工作，首先要加强组织
领导，强化工作责任。 其次，要落实政策措
施，提高安置质量。 第三，要严肃安置纪律，
确保政令畅通。 最后，要注重协同配合，形
成工作合力。

江西新余

首降职工社会保险费率
本报讯 （记者卢翔 通讯员刘志勇）为贯

彻落实国家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要求，
根据江西省《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的通知》精神，江西省新余市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和失业保险的社保缴费费率， 截至目前，每
月为用人单位降低用人成本近 306 万元。

具体调整为 ： 一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比例 ， 单位缴费比例由原来的
20%调整为 19%； 二是失业保险缴费比例，
单位缴费比例由原来的 1.5%调整为 0.5%。
据统计，新余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
业保险费率调整后，为企业减负效果明显 ，
每月用人单位减轻负担近 306 万元 。 其中
养老保险费率下调为企业降低成本 215.46
万元， 失业保险费率下调为企业降低成本
90.52 万元。

我国目前约需养老护理人员1000多万，但全国养老机构实际护理人员不足100万，且普遍面临社
会地位低、工作强度大；薪酬待遇低、人员流动大；专业技能低、员工年龄大的现实困境———

6年学会马鞍制作技艺
70 岁的格·巴特尔每天凌晨 4 点多钟

就起床，一头钻进只有 10 多平方米的工作
间，摆弄自己永远也做不够的马鞍。 认识他
的人都说，老爷子做马鞍，简直到了痴迷的
程度。

格·巴特尔住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
旗阿木古郎镇一处平房小院。其实，他早就在
镇上买了楼房，但是为了方便制作马鞍，他常
年住在平房里，楼房反而成了摆设，只有亲戚
朋友们来，才偶尔过去住一住。

一碗奶茶下肚后， 格·巴特尔打开了话
匣子。

格·巴特尔的父亲格日勒图曾经留学日
本学习马术专业， 精通很多与马有关的知
识，是一个知马、爱马的人，归国后从事的职
业也一直没离开马———当过内蒙古骑兵二
师第十一团团长、华北马政局局长和索伦军
马场领导。 父亲对马的热爱，深深影响了童
年时代的格·巴特尔。

1963 年，17 岁的格·巴特尔到呼伦贝尔
鞍具社拜当时著名的手工艺人苏升师傅学
艺。

当时， 呼伦贝尔鞍具社是当地很有名气
的马鞍具生产厂家。 上世纪 60 年代初，呼伦
贝尔盟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 牧业四旗养
着大量马匹，为供应市场需求，呼伦贝尔鞍具
社有 60 多名制作鞍具的工人 ， 每年生产
5000 多具马鞍。 格·巴特尔拜师之后，每天晚
上利用业余时间，去师傅家学手艺。师傅的手
艺好，教得也仔细，在师傅严谨的教导下，格·

巴特尔用了 6 年时间， 基本学会了做马鞍的
全部技艺。

实用性与装饰性的统一

马鞍的原料多用桦木。桦木砍倒以后，要
干燥三四个月才能使用。

一副马鞍一般只用四大块材料， 两块凸
形的叫左右鞍板， 两块 U 型的叫前后鞍鞒。
马鞍的制作不是四块木板对在一起就行了，
还要考虑角度、宽窄、弧度等细节问题，而且
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变
化，远不像想象的那般容易。以前没有模具和
机器，全凭匠人的眼力和经验来完成，可以说
是一种绝活，也是匠人的个人风格所在。

用各种各样的手锛子和木锉做出雏形以
后，就可以把缝隙胶合。 等胶干透，在前后鞍
鞒和鞍板、鞍座相接的地方，都各自打眼，每
两个眼里，贯进一道湿牛皮钉，等到湿牛皮钉
一干，就把它们硬绷绷箍成一个整体。后鞍鞒
通常要比前面多打两个眼， 也就是多加一道
钉，因为后鞍鞒下面承受着人们臀部的压力，
比较吃紧。 左右鞍板的前后， 还要各打 4 个
眼，用来穿缀梢绳。左右鞍板前面各打一个方
形大眼，用来穿缀马镫。

这样做出来以后，还只是一副裸鞍，远达
不到能够使用的程度。上面要包起来，下面要
衬上屉子，左右加大韂小韂，前后穿上梢绳，
才能成为一副完整的马鞍。 这些程序看上去
简单， 却十分科学， 闪烁着游牧民族的大智
慧，这样制造出的马鞍，不但主人骑着舒适，
连马也会感到舒服。

草原匠人的马鞍将科学与审美结合，在
实用性与装饰性上达到统一。

蒙古马鞍通常都用白银雕镂出各式各样的
花纹。讲究的马鞍还要做各种装饰，刻制各种花

纹图案，镶嵌骨雕或贝雕。马鞍其他部位也都要
加以美化，如软垫、鞍鞒、鞍韂、鞍花等，还有辔
头上的鼻花和腮花等银饰件，更显华丽夺目。

一辈子受用的“金饭碗”
格·巴特尔始终记得最初学艺时， 师傅

说过的一句话：“好好学做马鞍吧，这是你一
辈子受用的‘金饭碗’。 ”现如今他 70 岁了，
才体会到师傅这句话的深意。

也许，师傅在世时没能预见到将来社会
发展的日新月异，却也说中了马鞍制作这门
手艺的价值。

格·巴特尔退休之后， 就将全部精力放
在制作马鞍上。 几年前，格·巴特尔做过两次
心脏手术，花费不菲，但医疗费全部来自做

马鞍的收入。 他说，马鞍救过自己的命，所以
做马鞍的手艺不能丢，要传承下去。

马鞍在巴尔虎草原上经历了被人们冷
落与重新认识的改变过程。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草原上骑
摩托和开车的人越来越多，骑马的人少了，
养马的人更少。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
20 多年时间里，马鞍渐渐被冷落。那时，格·
巴特尔做出的马鞍无人问津， 一度让他认
为，制作马鞍这项古老的技艺将会被淡忘、
被淘汰。

然而，转折在近四五年出现了。
随着草原旅游的持续升温， 旅游景点的

马鞍需求量猛增，同时餐饮、住宿、博物馆、文
化馆等单位装饰性需求也不断增加，找格·巴
特尔做马鞍的个人和单位越来越多。 马鞍寓
意平安吉祥，礼品马鞍的市场也不断扩大，手
工制作马鞍的价格节节攀升。

眼下， 格·巴特尔制作的普通马鞍售价
轻松过万，一般在 5 万元左右，一些使用贵
重原料的马鞍价格甚至高达十几万元、二十
几万元。格·巴特尔告诉记者，去年有个香港
老板，想在他这儿定做一副价值 150 万元的
马鞍，要求使用黄花梨木做原料，外面用鎏
金装饰，马镫用景泰蓝制作。现在，他正在寻

找合适的黄花梨木大料，找到木料就能签合
同开始做了。

格·巴特尔不厌其烦地向人们介绍做马
鞍可观的经济效益， 其实是想多吸引一些年
轻人学习手艺。

目前，格·巴特尔带的 3 个徒弟都能独立
制作马鞍了。格·巴特尔说，马鞍的制作，其实
是木工、皮毛、金属，甚至刺绣等多种工艺的
综合。会做马鞍，就能做诸如银碗、蒙古刀、首
饰等各种工艺品了。

格·巴特尔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让
新巴尔虎左旗政府所在地阿木古郎镇成为马
鞍具制作之乡， 让没有工作或者外出打工的
年轻人都学习制作马鞍具， 靠这个特色产业
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养老护理专业人员缺口怎么填？

马背上的手艺成了“金饭碗”

南苑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
无产权证明房屋权益人公告

南苑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拆迁工作由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组织， 北京市丰台
区房屋经营管理中心负责具体实施并于
2009 年 11 月 24 日取得 《房屋拆迁许可
证》[京建丰拆许字（2009）260 号]。

因拆迁范围内部分房屋无产权证明，为
促进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现将如下被拆迁房
屋及目前已申报的权益人情况向社会公告。
如对下列被拆迁房屋的权益人有异议，请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携带本人证件及
房屋权益证明材料,到南苑棚户区改造指挥
部办公室（北京市丰台区南苑镇东二道街 8
号南苑宾馆对面）说明情况，联系电话：010-
67995839。 逾期不至，将对房屋现有已申报
权益人进行拆迁补偿及安置。

特此公告！
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经营管理中心

2016 年 7 月 5 日

被拆迁房屋地址 已申报权益人

�������陈国有、陈国全、陈国来、陈超、孙克梅、陈秀荣、
陈秀花、陈秀英

丰台区南苑福德胡同 13 号 刘萍、刘燕、刘静、刘学博、井凤琴、韩曈

�������芦梓轩、芦超、芦玉树、芦玉芝、芦玉华、芦玉泉、
芦玉成、芦腾

丰台区南苑大兴街 65 号 魏忠喜、张秀兰、魏然、黄华

丰台区南苑福德胡同 7 号

丰台区南苑西长街 14 号

蒙古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 马鞍，在蒙古族人民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今，历经岁月洗礼的马鞍，已成为草原圣物，化身草原英雄的象征。

在巴尔虎草原上，有一位制作马鞍的老手艺人格·巴特尔，他的大半生都与马鞍结
缘。 如今，格·巴特尔有一个更大的梦想———让阿木古郎镇成为马鞍具制作之乡，让没
有工作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学习马鞍制作技艺，形成特色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查娜

漫画 赵春青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杨学义

6月30日，记者在北京朝阳医院见到了
家住朝阳区的刘大妈， 年过七旬的她坚持
亲自替瘫痪在床的老伴拿药。

多年前，女儿远嫁他乡，刘大妈只得与
老伴相依为命，尽管请了保姆，但她仍感觉
力不从心。

事实上， 刘大妈的老伴只是全国3700
多万失能、半失能老人中的一员。专业照护
人员的看护，不仅能提升他们的生命质量，
还能减轻老人家属的负担。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 我国养老产业存
在较大人才缺口， 养老护理人员仍面临社
会地位低、工作强度大；薪酬待遇低、流动
性高；专业技能低、年龄偏大等现实困境。

养老护理专业人才的缺失， 对于正在
迈入老龄化社会的我国仍是不小的挑战。

人才缺口数量巨大

中国正快速迈向老龄化社会。 据民政
部预计，到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
达到2.16亿。 预计到2050年，我国将有4.8亿
人步入老年，占总人口数的35%左右，届时
每天将有3万人加入老年人队伍。

与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 全国养老机构护理人员数量不
足100万，其中，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的
护理人员不足10%。

在日前召开的2016中国国际老龄产业
高峰论坛上， 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党委书
记、副主任甄炳亮透露，按照国际公认的3
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
我国目前约需养老护理人员1000多万。 目
前养老护理人员不足百万的现状， 严重阻
碍了养老产业发展。

媒体报道称，“十三五”期间，如果社会
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至3%～5%，将
会创造出750万～1000万个养老服务岗位。
“从养老护理的需求来看，长期护理护士最
少有100万缺口；从医疗需求来看，医生缺
口也超过100万。 ”泰康之家CEO刘挺军对
记者说。

养老专业报考遇冷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院长杨根来在

日前举办的医养服务人才论坛上表示， 目前
全国约有40余所院校开设了养老专业， 但年
招生量不足2000人， 每年毕业人数更是不足
1500人。

“上海有14所设有护理专业的院校，目前
设有养老专业方向的只有2～3所。 ”上海思博
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沈小平同样表现出对养
老人才培养的忧虑。 他还揭示了一种 “怪现
象”：护理专业通常招生火爆，可一旦涉及“养
老”，招生就非常困难。

“我校每年有护理专业毕业生750人 ，
尽管我们反复动员， 但很少有人愿意去养
老机构从事护理工作。 ”沈小平坦言，工资
待遇 、工作环境 、职称晋升 、社会认可等方
面的不理想 ，导致 “养老护理 ”专业的报考
门可罗雀 。

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曾
成立课题组进行调研，形成的《老年服务与
管理人才现状和需求专题调研报告》显示，
当前养老护理人员存在多种问题。 首先为
年龄偏大 ，40岁以上的从业者占比79.1%，
18～29岁的从业者仅占6.5%。 其次为护理人
员受教育程度低， 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仅
为6.8%。 第三为流动性大，从业时间低于5
年的占71.3%。 另据第三方和用人方提供的
数据， 投身养老产业的毕业生第一年流失
率为40%～50%，第二年为60%～70%，第三年
为80%～90%以上。

泰康之家副总裁朱正宏解释说， 养老护
理专业的低迷， 主要源于公众对其专业性的
误解。 “失能护理和失智护理，是非常专业的

领域。在美国，养老护理人员绝对属于高收入
群体。 ”他表示，当前国内普通的养老社区只
提供基本的生活服务护理， 通常并不是由专

业护理人员来提供服务， 正是因为这些从业
者的待遇偏低，导致社会对“养老护理人员”
形成了错误的刻板印象， 忽视了养老服务的
专业性。

建立人才使用与激励机制

“应当建立养老护理人才的使用和激励
机制，如政府出资开展培训和技能鉴定、特岗
津贴、公益岗位扶持、社会保险补贴等多种补

助。 ”甄炳亮建议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认

为，一个国家一旦接近深度老龄社会，必须
准备好钱和服务， 养老护理专业应占到劳
动力市场的10%，按照这个规模，我国应当
有3000万人来从事这个行业。 杨燕绥教授
对养老护理的行业前景非常看好， 她建议
将因结构性调整而等待安置的产业工人充
分动员组织起来， 鼓励他们加入到养老护
理人才队伍中来。

而在刘挺军看来 ， 弥补养老人才缺
口， 宏观上需要对社会保险支付体系进
行改革。 “医疗、护理服务的付费，在核算
时没有充分把医生、 护士的人力成本按
照市场水平进行计算， 而是将其人为压
低了”。

刘挺军指出，目前的问题 “不是医学
院护理专业的毕业生少了，而是他们毕业
后不愿意从事养老服务”。

面对 “养老护理 ”专业人才缺口 ，刘
挺军提出完全可以吸纳 “兄弟学科 ”的
毕业生进行再教育和系统培训 。 他指出
一些起步早的养老企业 ，完全有能力帮
助其他专业的护士 、医生转型 ，对他们
进行康复医学 、老年医学 、长期护理等
方面的训练 。 由此看来 ，企业建立自己
的教育培训系统也是出路之一 。

社区志愿者：养老服务的补充力量

在1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里，格·巴特尔有忙不完的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