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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在陪做作业，真的
是分分钟被气得吐血”“不写作
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
跳”……类似的吐槽，相信很多
人都见到过。对于家有学生，尤
其是小学生的家庭来说，陪写作
业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仅是因为
在陪写过程中与孩子的“斗智斗
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下
班太晚，老人又没能力辅导，孩
子的作业时常“抓瞎”。

“温暖二七”当然也注意到
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做了有
益探索和尝试。

10月 25日下午 4时许，在
建中街街道淮南社区的儿童之
家，已陆续有孩子背着书包进
教室了。孩子们不是来上课
的，而是放学后，专门来这里做
作业的。

住在淮南社区的居民刘先
生告诉记者，他家孩子今年一年
级，自己和爱人平时工作太忙，
下班时间晚，孩子的姥姥又辅导
不了作业，看到社区有免费的四
点半课堂后，就把孩子送到这里
了。“辅导老师都是退休教师担
任，辅导作业非常认真，隔一段
时间还会把孩子情况做个总结
发给家长。顿时感觉放心了，家
里一个大问题解决了。”

据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点半课堂是基于“温暖二
七 ”“安心课堂”项目开展的，
不收取任何费用。今年初，二

七区总工会和社会组织合作，
招募了一批具有专业素养的社
工，旨在解决双职工照料子女
的后顾之忧，为孩子们提供一
个开心快乐的学习环境。课堂
由心理咨询师、社工、特长老师
组成，就近为辖区双职工子女
开展服务。

退休老师韩玉婷来到四点
半课堂已有大半年。“我们不单
单让孩子完成作业了事，还要
在辅导过程中，启发孩子思维，
树立阳光、自信的品格，让孩子
更健康地成长。”

近年来，二七区在“二七精
神”的激励和鼓舞下，坚持以德
治区的发展理念，也是郑州市
唯一获评的“中国爱心城区”。
通过“温暖二七”正能量的感召
作用，一大批感动人物和先进

事迹不断涌现，先后荣获“感动
中国”“全国文明家庭”“全国最
美家庭”等荣誉称号，“温暖”逐
步成为辖区新风尚，善言、善
行、善心蔚然成风，二七区被誉
为“温暖之城”，树立了开放包
容、崇德尚贤、文明和谐的区域
对外形象。

在各成员单位 3年来的共
同努力下，“温暖二七”建设工
作成效显著：荣获中国慈善工
作年度推动者、第八届中国公
益节“2018年度公益项目奖”、
全国改革开放 40年慈善行业
“政策推动者”等多项“国字号”
荣誉，先后 4次在全国进行经
验交流。

在二七，温暖无处不在。
温暖之行一直在路上，温暖还
在继续。

解决孩子没人管问题 社区安心课堂，让孩子安心写作业

四点半课堂

安居中心让老人老有所养、安心课堂让孩子安心写作业……

提升居民幸福感“温暖二七”想得很周到
对于有小学生的家庭来说，孩子的作业辅导是每天都要面临的头等大事；对于有高龄老人的家庭来说，老人的日常起居照料和一日三餐如

何保障，则是头等大事。许多家庭都在为这一小一老的大事儿忙活着。
而对于二七区的居民来说，这些事情的解决因为有了“温暖二七”建设，变得方便、省心了许多。孩子放学没人管？送到社区四点半课堂，

有专业老师辅导作业，且完全免费；自己工作忙，照顾不了老人？可以选择社区安居养老中心，环境好、照料细致，且离家近，随时可以探望。
近年来，二七区坚持把“改革成果全民共享”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民生民利问题，坚持以关爱老、少、妇、困难和特殊群体为重点，以平

台建设和项目化推进为抓手，创造性开展“温暖二七”建设，受益群众27万余人，辖区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指数全面提升。
10月24日，记者深入二七区，打探“温暖二七”的具体实施情况。 记者 张改华 文/图

10月 24日一大早，记者来到
人和路街道杏苑社区颐养安居中
心。老人们都已起床，吃过了早
饭，在大厅里三五成群地坐着聊天
或看电视，一片惬意。以蓝灰为主
色调的安居中心看上去很精致，随
处可见的扶手、老人用具则处处体
现着温馨的感觉。

黄运生今年52岁，祖籍东北，
来郑州打拼 20多年，早已落户。
黄运生当天正好来探望住在这里
的 90岁老父亲。他告诉记者，自
己是开店做粮食生意的，平时夫妻
两人都在店里忙活，起早贪黑。早
几年时，都是把父亲带到店里照
顾，但这几年来，父亲年龄日益增
加，自己忙起来连一日三餐都不能
按点让父亲吃上，很是焦虑。“我家
住在附近，当时就想着能不能把父
亲送到这里照顾？”有了这个想法
后，黄运生和远在东北的哥哥、姐
姐通了气，三人便商定，一起考察
完再做决定。

去年 10月，哥哥姐姐来到郑
州，与黄运生一起在杏苑社区颐养
安居中心进行了硬件设施、卫生条
件、日常饮食、护工照料等方面的
详细了解。大家一致觉得不错，便
与老父亲商量，老父亲也同意来试

住几天。“没想到，住了几天后就不
愿意走了，我平时节假日会接他
回家吃饭，吃完饭，他就特别着急
回来。”黄运生笑着说，这里的条
件好，护工也很细心，“一日三餐
有保障，我还能随时来看他，真挺
不错。”

“闺女们都可不赖。”同在安
居中心的孙桂兰老人今年 82岁，
耳聪目明，神采矍铄。说起这里
的护工们，直夸个不停。孙桂兰
说，早上起床后，会先做一套保健
操，吃吃早饭，在附近遛遛弯，然
后回来吃中午饭，下午和安居中
心的伙伴们一起唱唱歌、聊聊天，
充实又快乐。

孙桂兰兴致勃勃地说，十一那
天，老人们一起观看了大阅兵。“我
们都说，党的政策好啊，现在不愁
吃不愁喝，日子这么好，还想啥
呢。”说到高兴处，孙桂兰唱起了
歌：“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
壤，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据悉，2017年，二七区在全省
先行先试，逐步探索梯次型社区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截至目前，类似
杏苑社区颐养安居中心的社区养
老试点已建成 56个，辐射服务老
人近5万人。

“温暖二七”关注的民生问
题，细化到“老人怎么吃饭、吃
好饭”这个点上。10月24日11
时许，在人和路街道社区厨房
配送中心，数十辆配餐车已排
成一排，准备送餐。据悉，该中
心每天要配送四五百份老年
餐，每份价格在 10元左右，辐
射附近的十几个社区。

配送中心也提供食堂，今
年 70岁的附近居民黄秋珍是
这里的常客。“二七区户籍的居
民，70岁以上都给发张餐卡，一
天补助 3块钱。这儿的饭本身
就便宜，一份卤面才 8块钱，补
助完只需要 5块钱。我和老伴
儿不想做饭的时候，就下楼来这
儿吃。”黄秋珍说，现在家里聚
餐、过生日啥的活动，都搬到了
这里，干净卫生、物美价廉。“我

们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深切地
看到了国家的变化。如今的生
活这么幸福，党和政府又这么关
注我们老年群体的生活，许多政
策都向老年人倾斜，我和老伙伴
儿们都说，晚年生活这么舒心，
真要感谢党和政府。”

据悉，为了有效缓解高龄
老人和困难群众就餐难问题，
“温暖二七”创新推出“中央厨
房+社区配餐”服务模式，为辖
区 70岁以上老人发放助餐卡
近 6000张。二七区作为郑州
市唯一城区，相关做法入选全
国大城市养老服务工作会议经
验推广材料。

在人和路街道社区厨房配
送中心的隔壁，还有一家于 10
月 15日试营业的社区慈善驿
站，这也是二七区在慈善公益

事业方面的一个创新探索。据
悉，这里除了比正常商品让利
20%用于慈善救助外，每卖出
一件商品，还会有2%将直接进
入二七区的慈善基金，用于 11
类困难群体的救助帮扶。记者
在这里体验了一把：购买物品
结账时，发现屏幕实时显示出
了购买金额及捐献金额，一目
了然。

解决就餐问题“中央厨房+社区配餐”让老人能吃上热乎饭解决养老问题
在安居中心 老人们安逸、舒心得很

孙桂兰老人

黄运生父子 给老人理发

黄秋珍（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