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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中午 11点，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凤

凰街道凤翔社区的长者食堂就热闹了起来，

各色菜品热气腾腾，前来就餐的老人们边吃

饭边聊天。“老了身体不便，自己做饭吃力，现

在直接来长者食堂吃上热饭热菜，省了很多

事。”80多岁的张淑花笑着说。

山东是全国老龄人口较多的省份。截至

2023 年底，山东省常住人口 1.01 亿人，其中，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达 2391 万 人 ，占 比

23.62%。近年来，山东从老年人关心的“一餐

热饭”入手，加快推动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建

设，将老年助餐纳入省级资金奖补范围，目前

已建设老年食堂 1.28万处。

品种多样价格优惠

“今天吃把子肉，真香！”正午时分，山东

省济南市四里村街道玉函路社区长者食堂弥

漫着诱人香味，裴岭亭正排队点餐。记者在

这里看到，当天的菜品有鱼香肉丝、酸汤肥

牛、清炒西兰花等，裴岭亭仅花费 8元就买到

了荤素搭配的三菜一粥一面，“我吃了半年左

右，菜品花样很多，政府对我们有补贴政策，

价钱实惠。”

该食堂醒目位置张贴着相关优惠政策：

60周岁以上的济南户籍老人，可选择 10元标

准型或 15元自助型餐品，70周岁以上的老人

会得到额外费用补助。食堂负责人闫宗亮向

记者介绍说：“70岁至 80岁的老人，享受政府

2 元钱补贴，市级补助 1 元，区级补助 1 元。

80 岁以上的老人市级补助 2 元，区级补助 2

元，花五六元钱就能吃得很好。”

据了解，今年 4 月玉函路社区的长者食

堂投入使用以来，日均服务老年人 150 余人

次。记者注意到，在取餐处有一个“长者特价

菜”的窗口，用餐的老人只需要花 1元钱就能

买到一碗蜂蜜蒸南瓜。“特价菜每日更新，只

要是 60岁以上老人均能享受此优惠，如果老

人今天生日，我们也会准备长寿面和小礼

物。”闫宗亮说。

2023 年 12 月，山东省民政厅出台《关于

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实施意见》，加大对

老年助餐的财政支持，从 2024 年起，省级每

年统筹省级养老服务发展资金对各地老年助

餐服务工作给予支持。各地可结合当地实

际，对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建设运营、餐食配送

服务、困难老年人就餐差异化补助等方面，因

地制宜制定出台扶持政策。

长者食堂、阳光食堂、暖心食堂……在山

东，各地食堂的名称有许多不同，但目的是一

致的：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舒心的“一餐热饭”。

“爱心配餐车”延长服务链

家住济南市市中区泺源街道的温凤芳，

几乎每天中午 11 点半就能准时收到长者食

堂送来的午餐，这些午餐是“乘车”来到社区

的。今年 6月，济南推出了“老年人爱心配餐

车”，为居家老人提供热餐。长者食堂的工作

人员把饭菜准备就绪，装在配餐保温箱中，由

配餐车送到辖区内的若干社区。

红烧鲅鱼、番茄炒蛋、炒菜花……看着眼

前丰盛又热气腾腾的饭菜，温凤芳感慨地说：

“对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送餐上门

方便极了。”

泺源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社区长者

食堂采用了“中央厨房+配送”的长者助餐模

式，除了每天提供食堂内用餐，并为 76 位居

家养老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还为永长街社

区、千西社区、制锦市社区等多处社区长者

食堂提供配餐。“每天提供 220 份左右，还要

为 具 有 中 转 功 能 的 社 区 助 餐 点 配 送 近百

份。”“老年人爱心配餐车”相关负责人齐俊涛

介绍。

围绕如何扩大养老助餐服务半径，山东

各地也进行了多种探索。在淄博市沂源县，

12 辆“爱心配餐车”被发放到大张庄镇 11 个

村庄，覆盖了镇域内约 300 名高龄、独居等

特殊老人；在德州市天衢新区，流动餐车根

据预约情况，为宋官屯街道 21 个社区的老

年人提供晚餐服务，打造“家门口”的助餐服

务圈。

“我们将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优

化养老服务设施和服务内容，为老年人提供

暖胃又暖心的服务。”山东省民政厅养老服务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数据多跑腿，老人得便利

“我想享受补贴政策，要带来哪些证件？”

“您第一次来，需要注册，之后只要在这边机

器上人脸识别一下，就可以享受助餐补贴

了。”济南市历下区燕山街道的长者食堂工作

人员小许向一位初次就餐的老人介绍道。

据了解，济南市依托数据整合优势，建立

了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大数据库，可以实时

共享公安、人社、卫健等部门的相关数据，通

过后台大数据挖掘、分析和判断，对老年人基

本情况、身份类别进行准确界定。

“经民政部门备案的长者食堂及助餐点

都将接入这一系统。”济南市民政局养老服务

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孔彬说，“通过人脸识别

等信息化手段，老人可以在站点‘刷脸’用餐，

系统可以直接静默认证，不需要再提供任何

证明材料。”

数据多跑腿，老人得便利。山东省民政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山东正积极探索采取刷

卡、刷脸等信息化手段，建立一套长者助餐

服务支持系统，每日助餐数据即时更新，自

动完成支付结算，实时生成老年人就餐档

案。此外，具备条件的老年食堂还正积极建

设“互联网+明厨亮灶”，打造阳光厨房、透明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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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60岁以上老年人达 2391万人，已建设老年食堂 1.28万处

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一餐热饭”

“流动科学课”让科学的种子发芽“流动科学课”让科学的种子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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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宁静小区
需要多方积极参与

打造宁静小区
需要多方积极参与

肖哲

近日，由生态环境部研究起草的《关于推进宁静小区

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已开始向多个部门和地

方环境部门征求意见。根据该征求意见稿，要推动解决

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污染问题，计划到 2027 年，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宁静小区建设评价管理体系基本完善，

到 2035 年，宁静小区成为居住小区的普遍标准，居住环

境整体安静，宁静理念深入人心，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

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居民“家门口”的噪声来源是多样的，有的噪声来源

于建筑物和小区共用设施本身，比如老化后的电梯、水

泵，以及小区内停车区域等，有的噪声源来自邻里之间，

比如室内装修、聚会活动、家中空调等设施老化等，还有

的噪声来源于小区之外，比如小区周边的施工场地、文娱

餐饮活动场所等。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噪声来源不同，

管理方也是不同的，当出现“家门口”的噪音时，居民究竟

应该找谁，找谁有用，有时候并不容易弄清楚，更别说噪

音来源涉及多方的情况了。

换言之，“家门口”的噪音治理，不论是临时处置还是

源头治理，往往会涉及多个部门，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又可

能涉及物业服务、邻里关系等诸多方面，绝非简单出一次

警、叫一回停就能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必要通过

多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健全精细化的管理机制，主动作

为，对于可能的噪声源及时提前干预，比如定期巡查相关

设备和加装降噪设施、合理划定社区内各类功能区域、对

周边商户和工地开展定期检查等，而不能被动地等居民

投诉后才采取措施。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很多居民面对的小区内噪音，其

实属于社会生活噪音扰民问题，涉及物业服务质量和邻

里关系维护。不同小区情况不一，如何通过完善相应的

纠纷调解机制，将矛盾化解在源头，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和

实践。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社区居委会、业委会、

物业服务企业多方参与其中。

阅 读 提 示
山东从老年人关心的“一餐热饭”入手，加快推动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建设，将老年助餐

纳入省级资金奖补范围，目前已建设老年食堂 1.28万处。

厦门翔安机场地下管廊主体结构完工
本报讯（记者刘静 通讯员许侨慰）近日，采用智能运维

的福建厦门翔安机场片区地下综合管廊于近期完成主体结构

施工，预计年底完成机电及智能感应设备安装调试，全线投用

后，将为翔安机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厦门翔安机场片区地下综合管廊新建 8 条综合管廊，总

长 19.8 公里。据中国铁建运营单位负责人介绍，超过 500 米

的长距离过海顶管在国内较为罕见，工程师们创新“全自动

APS 智能引导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测控，解决了长大距离顶

管的定位测量难题，管廊过海段实际误差在 5 厘米以内。其

中，机场快速路过海段顶管长 982米，创下了过海管廊顶进长

度全国之最，为我国海底管廊建设提供了解决方案。

“多点办、就近办、马上办”服务群众
本报讯（记者赵昂 通讯员李婷婷）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法律援助中心以基层法律援助平台建设为核心，积极为困难

群众和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法

律帮助）案件服务，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

据悉，当地进一步延伸中心、街道（镇）、社区（村）三级公

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功能，先后在法院、检察院等多家单位设

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19 个，在 8 家律师事务所和 5 家基层法律

服务所设立法律援助联系点，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法律援助维权网络体系，实现法律援助“多点办、就近办、马上

办”，维权服务触角进一步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本报记者 赵昂

“在‘流动科学课’到来以前，孩子们没有

见过机器狗。”10 月 16 日，在 2024“流动科学

课”的分享交流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兴安县第三小学科学信息技术教师盘春艳

说，“明显感觉到孩子们对科学更感兴趣了，

时常问起，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课程、什么时

候能再看到机器狗？”

今年 2月，中国科技馆、教育部宣传教育

中心、抖音联合发起 2024“流动科学课”活

动，在广西、河南、甘肃、福建、吉林和青海等

地持续开展“送教上门”的校园科普活动，为

当地孩子带去趣味科普课。

乡村学校需要科普资源

“因为我们是农村小学，没有专门的科学

老师，全部都是兼任的。”广西北海市铁山港

区营盘镇黄稍小学科学老师吴礼恒坦言，“像

我兼任了好多，数学、科学、体育，水电工都是

我在做。”

在乡村小学，理科背景占比少，兼任教师

占比大，科学实践器材不足，制约着科学课的

效果。一套汉诺塔，黄稍小学五年级学生许

艳玩了一遍又一遍，她是学校里的汉诺塔冠

军，在广西青少年数学科技文化项目比赛活

动中拿过奖，她的梦想是“看看外面的世

界”。科学教室里的汉诺塔，不够上课时一个

班的孩子人手一个，只能 16个孩子为一组来

轮流使用。

在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郇封镇，夜色之

下，郇封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薛智文在帮爸

爸“干些活儿”，他的爸爸是模具工。薛智文

的梦想是当科学家，但他的妈妈却觉得，科学

离他们似乎有些遥远。

在江西省景德镇市第十三中学物理教

师夏振东看来，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师队

伍薄弱、重视程度不足、教学方法相对陈旧，

学生参与度不高，家长科学教育意识比较淡

薄，这些原因都使得乡村孩子的科学教育质

量有限。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在

《短视频生态下中小学生科学教育研究报告》

中就指出，中西部的部分中小学校存在科学

教师少、专业性不足、学历不高、科学实践落

后等情况。有的乡村教师也表示，自己所在

的县缺少科技馆，孩子们很难有机会直观地

接触新颖的科普用具。

孩子眼里的光

科技馆是可以“移动”起来的，科学课也

是可以“流动”起来的。据中国科技馆资源管

理部副主任桂诗章介绍，为了促进科学知识

触达乡村，2000年，中国科协推出科普大篷车

项目，让“移动科技馆”走到乡村孩子身边。

24 年来，全国累计配发 1849 辆科普大篷车，

行驶 5756万公里，前往 32个省级行政区开展

活动约 43.7万次，惠及公众超 3.66亿人次。

在“流动科学课”到达兴安县第三小学之

前，这里的科学课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方

式。“科普大篷车带来了前沿的知识，短视频

达人们带来了有趣的讲座，一下子点燃了孩

子们的科技热情。”盘春艳说，通过这样的讲

座，老师们也通过短视频去学习新的教学方

法，并运用在教学中。

在“流动科学课”上，薛智文学会了很多

实验，下课回到家后，他把张建涛老师教的实

验全部向妈妈复述了一遍，他的妈妈惊喜感

叹，“今天，他离科学梦很近。”张建涛也是一

名乡村教师，他变废为宝给学生做实验，并将

视频上传到自己的抖音账号“科学小小小实

验”上，收获了许多点赞。

去年 9 月，河南省信阳市科协聘请科普

专家，张建涛名列其中，他觉得，在做实验的

时候，“我发现孩子们眼里有一种光，这种光

你平时只讲书本上的知识是看不到的。”

科普视频创作者杨大炜，还记得自己在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给孩子们上“流动科学

课”时的情形，一双双大眼睛盯紧了他从北

京带去的榫卯积木。他发现，深奥的科学道

理，如果光靠讲，不容易让孩子们理解，但当

孩子们动手去做则不同了。“一颗种子，就这

样发芽。”

发挥“云课件”的作用

抖音上“流动科学课”话题的总播放量达

到了 3.4 亿次。在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党委副书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

副主任祁雪晶看来，科普短视频正在扮演“云

课件”的作用，“短视频的互动性和趣味性，让

知识性内容更易被青少年理解和接受，同时

能够激发学生对科学探索的兴趣，提高他们

的参与度和学习动力。”

孙宏艳表示，根据对河南、甘肃、四川、广

西、陕西 5 个省的 4332 名学生进行的问卷调

查，这些中小学生了解科学知识的各种渠道

中，短视频和视频仅次于课堂学习，位列第二

位，科普知识类短视频成为最吸引中小学生

的短视频内容。超过 9成受调查的中小学生

认可短视频补充了学校的科学教育，认为科

普短视频开阔眼界、便于理解、互动性强。

盘春艳有一个梦想，她期待有更多优质

的科普资源通过多种形式来到孩子身边。

这个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9 月

27 日，在广西兴安县的政府网站上，兴安县

科学技术协会发布了《关于兴安县科技馆装

修项目中标单位的公示》。这里的孩子，即将

迎来属于他们的科技馆。

10月 23日，游客在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志辉源石酒庄品酒。深秋时节，位于
宁夏贺兰山东麓的多家酒庄彩叶缤纷、秋色宜人，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品酒。

近年来，宁夏将葡萄酒产业和黄河滩区治理及生态恢复结合起来，建设了近200公里酿
酒葡萄种植长廊，曾经的荒地变成了葡萄绿洲。宁夏现已建成葡萄酒庄近130家，年接待游
客超过300万人次，“酒庄游”已成为宁夏文旅新名片。 新华社记者 毛竹 摄

贺兰山下“酒庄游”

本报讯（记者周倩）10 月 25 日，公安部通报全国公安机

关开展打击整治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专项行动举措成效

情况，并向社会公布第二批 50个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项目及

涉诈 APP名称。

今年 2 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击整治民

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破获相关案

件 574 起，打掉犯罪团伙 247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4385 名，查

明涉案资金 129.5 亿元。工作中，公安部对“中国共富”等 26
起重点案件挂牌督办，彻底查清犯罪团伙组织架构和幕后金

主、组织者等骨干人员，依法打击诈骗 APP 开发制作、运维推

广和转移资金、洗钱套现等关联犯罪行为。

据悉，近年来，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手法发生了新变

化，犯罪分子利用国家政策编造一些虚假的国家项目实施诈

骗，他们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号，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

章等，编造“圆梦行动”“盛世中华”“中国共富”等项目，诱导大

批群众通过在网上签订协议、购买商品参与投资或缴纳“项目

启动资金”“会员报名费”等多种形式实施诈骗。

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宣判
据新华社电（记者汪军）10 月 25 日，贵

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

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

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

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一审庭审中，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余华英为谋取非法利益，自 1993年至

2003 年期间伙同龚某某（已故）、王某某（另

案处理），在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流窜，物色

合适的儿童进行拐卖，余华英共拐卖 17名儿

童。公诉机关提请以拐卖儿童罪追究余华英

的刑事责任。

2023 年 7 月，贵阳中院开庭审理被告人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同年 9月，贵阳中院公开

宣判，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余华英于 1993
年至 1996 年期间伙同龚某某（已故）为牟取

非法利益，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物色

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得手后二人将被拐儿

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王某某（另案处

理）、杨某某（另案处理）介绍，寻找收买人进

行买卖，以此获利，其间共拐卖儿童 11 名。

被告人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2023年 11月，贵州省高院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上诉人余华英拐卖儿童案。2024 年 1
月，贵州省高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

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遗漏原审

被告人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

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上诉人余华英全部犯

罪事实，应予重审。

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

打击整治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

焊接工匠比拼技能
10月 24日，由浙江省总工会主办的 2024年浙江省省级

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焊工赛项在宁波镇海区举行。来自浙江各
地的46名焊接技能高手同台竞技。其中，获得第一名的选手
经浙江省总工会核准后将授予“浙江金蓝领”称号。图为一名
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窦菲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