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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网 义 乌 10 月
11 日电 ( 董易鑫 )“尊
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和美德。我们已
经连续 14 年开展百岁老
人慰问活动，希望能够
以此引导更多人尊老、
敬老、爱老、助老。”11
日，浙江义乌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联谊会 (下称：
义乌新联会 ) 会长张鑫
林说。

当日是农历九月初
九，也是中国的传统节
日重阳节。一大早，义
乌新联会的成员便带着
水果、义乌土特产、鲜

花和慰问金，在该市多
个镇街开展百岁老人慰
问活动。每到一处，新
联会的成员们都会详细
了解老人们的身体状况
和生活情况，送上真挚
的祝福和关怀。

此次走访活动分为
7 个小组展开，其中慰
问的最年长老人今年已
107 岁。义乌市怡乐新村
村民楼彩华今年101岁，
看到如此多新老面孔前
来探望，她微笑着向大
家道谢。有些老人还会
和大家讲述过去的岁月，
义乌新联会的成员们围

坐在老人身边，仿佛穿
越时空，感受着那个时
代的变迁与不易。

“每次参加这样的
活动我都会被老人们的

乐观态度所感染，这也
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
的生活，更加懂得感
恩。”义乌新联会成员
王坚说。

中新社贵阳 10月 13
日电 ( 周燕玲 ) 记者 13
日从贵州梵净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成功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
名录。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
模最大的国际环保组织，
绿色名录是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为了促进以自然
保护地为基础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而制定的一项
全球计划。它围绕着“良
好治理、详实设计和规

划、有效管理和保护成
效”四大核心制定了系
统的指导标准，是衡量
保护地管理状况的全球
标准。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成功列入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
录，标志着其保护成效
获得国际认可，并在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
着重要示范作用。

梵净山是世界自然
遗产地、世界生物圈保
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位于贵州省东北部的铜

仁市江口、松桃、印江
三县交界处，面积 775
平方公里，是武陵山脉
主峰，也是中国华南地
区地质演化的重要窗口
和长江中上游地区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

梵净山拥有典型完
整的中亚热带原始森林
生态系统，有野生动植
物 7925 种，保留了大量
古老孑遗、珍稀濒危和
特有物种，是水青冈林
在亚洲最重要的保护地，
是世界裸子植物物种最
丰富、最集中的分布地
之一，是东方落叶林生

物区域中苔藓植物最为
丰富的地区之一，是珍
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和
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
分布地，集中展现了中
亚热带孤岛山地生态系
统的生物多样性。

中 新 网 天 津 10 月

13 日电 (孙玲玲 )11 日，

在天津海外联谊会的指

导下，由天津大学承办、

天津市中华文化学院协

办的 2024 年“览华夏聚

津城”华文教学技能提

升班正式开班。提升班

为期 14 天，来自泰国的

近 70 名华文教育工作者

参加。

天津海外联谊会副

会长林洁向远道而来的

华文教师表示热烈的欢

迎。她指出，天津海外

联谊会一直高度关注海

外华文教育的发展，希

望各位华文教师们能够

通过此次研习班亲身体

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感受天津这座城市的独

特魅力，提升教学能力、

交流教学经验、结下深

厚的友情，积极做中华

文化的传播者，促进中

外文明交流互鉴。

天津大学副校长明

东介绍了天津大学发展

历史和办学特色，他表

示，天津大学作为国家

首批华文教育基地，华

文教育工作有着优良的

传统和雄厚的实力，本

次提升班选拔了优秀师

资，精心设置各类实用

型课程，希望能够帮助

海外教师巩固中文基础

知识，提升华文信息化

教学能力，助力海外华

文教师专业发展。

天津市中华文化学

院副院长贾维萍副院长

表示，中华文化学院也

为此次提升班精心准备

了课程，希望各位远道

而来的华文教师们能够

通过本次研习班学有所

思、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学有所用。

在开班仪式上，泰

国智民学校的乐芳老师

作为教师代表进行了发

言。她表示大家一定会

珍惜这次宝贵的学习交

流机会，争取掌握更多

实用的教学方法，带着

更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回

到各自的教学岗位，继

续为华文教育事业贡献

力量。

述评：让老年人吃得好，为何是共富头等大事？

浙江义乌新联会连续 14 年慰问百岁老人

梵净山保护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

2024 年“览华夏· 聚津城”华
文教学技能提升班在天津开班

中 新 网 杭 州 10 月
11 日电 ( 张斌 钱晨菲 
刘子琳 )“嬢嬢，今天
吃冬瓜炖排骨、油麦菜、
番茄炒鸡蛋，营养好！”

刚 过 11 时 30 分，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溪
口镇大沃口村九旬老人
徐郎郞便守在家门口，
看着熟悉的送餐员将热
腾腾的饭菜送到家门口。

“我们老了，能享
受到这么好的服务，真
是沾了政府的光。”说
罢，徐郎郞的脸上洋溢
着笑容。

老人朴实的语言传
递出浓浓的温情，而这
样的暖心一幕每天都在
其家上演——这也是浙
江许多村社，特别是山
区、海岛农村高龄老人
的晚年生活缩影。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
福，很重要的是要看老
年人幸福不幸福。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浙江，将涉及老
年人衣食住行的种种“小
事”摆在重要位置，老
年食堂的全面普及，特

别是老年人送餐服务的
推广就是其中的关键“大
事”。

仅在溪口镇，大沃
口村老年食堂就覆盖附
近 6 个行政村，为老年
人用餐提供服务，为全
镇 80 名老人提供入户送
餐服务。不止如此，当
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还
“管着”许多老年人生
活中的小事。

龙游县横山镇示范
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
责人廖红芸介绍，目前，
该中心提供的助老服务
包括助餐、助洁、助浴、
康复护理等，保障全镇
51 位老人的晚年生活。

“这里的菜好吃又
便宜，三四块钱就能吃
一顿饭，要是自己家里
烧，人少，菜都不好烧。”
今年 75 岁的后徐村村民
周茂仁说。

不仅是吃上饭、吃
好饭，为了让老人们有
个幸福的晚年，一批乡
村助老员行走在田间地
头，打通了农村养老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 76 岁的钱土根是横
山镇河宗村的低保户，
无儿无女且生活自理存
在困难。在助老员的帮
助下，老人的生活质量
有了不少提升，在送餐
的同时，助老员还时常
给他洗头、刮胡子，说
说心里话。

龙游县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推进实
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
当地近年来持续提高普
惠型养老供给水平，推
广“老年食堂”“社区
食堂”“共享食堂”“邻
里助餐”等老年人助餐
服务模式，逐步构建了
布局均衡、方便可及的
城乡老年助餐服务体系。

“我们量力而行，
科学有序地实现有需求
的老年人助餐服务、失
能失智老年人家庭助洁
服务，未来还要进一步
实现有需求的 65 周岁以
上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城乡全覆盖，提高
全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和幸福指数。”上述负
责人说。

衢州龙游老人们的
幸福故事不是个例。在
浙江，除了山区县，不
少海岛地区的老人同样
享受着如是均衡助老
服务。

在“千岛之城”浙
江舟山，当地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激励奖补作用，
针对行动不便、独居留
守老年人，创新“堂食
+ 配送餐”兼容模式，
切实提升老年人助餐服
务精准性。截至今年 8
月底，当地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累计开展堂食服
务 135 万人次、送餐服
务 94 万人次。

在县域经济发达的
浙江，龙游县是山区海
岛县之一、经济和社会
发展程度低于该省平均
水平，舟山市也是该省
经济总量靠后的设区市，
而正因如此，这些地区
为老年人提供的暖心保
障才显得如此珍贵。

中国式现代化，民
生为大。

在浙江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百人计划 ( 文

科 ) 研究员、博导，浙
江省共同富裕文化创新
研究中心研究员包大为
看来，遍布浙江城乡的
老年食堂以及为高龄、
失能老人提供的送餐上
门服务，体现了浙江迈
向共同富裕、推动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
以民生福祉等领域为发
力点的积极成效。

他表示，农村居家
养老中心在浙江的兴起，
是该省长期以来“为民
办实事”制度创新的“因”
和“果”。为民办实事
长效机制事实二十年来，
浙江人民从全面小康走
向省域现代化，积累了
丰富经验、多元载体、

有效制度网络和高效的
工作队伍。

“这给予我们四点
启发：一是数字赋能，
要及时精准画像民众在
实现美好生活过程中的
具体诉求；二是上下联
动，及时将民众诉求转
化为制度的改革点、治
理的创新点；三是建强
阵地，及时构建为民办
实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四是汲取智慧，及时从
基层经验中总结提炼创
新做法，‘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以实践
的发展推动理论和制度
创新，不断健全对民众
诉求的整体性、系统性
响应机制。”包大为说。

老人在老年食堂就餐。龙游县委宣传部供图

义乌新联会看望当地老人。义乌市委统战部 供图

2024 年 8 月 27 日， 在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黔金丝猴研究中
心拍摄的黔金丝猴。李
鹤 摄

2024 年“览华夏·　聚
津城”华文教学技能提
升班在天津大学开班。
(天津海外联谊会供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