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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城事

威海构筑“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百余老人已享居家养老服务
本报威海 10月 11日讯（记者

许君丽） 为让老年人晚年生
活幸福精彩，构筑起“没有围墙
的养老院”，2007年3月，威海市
率先在环翠区试点居家养老服
务，探索建立政府为贫困老年人
购买养老服务的制度。记者采访
了解到，截至目前，先后有100多
名老年人已享受到服务。

作为全省人口老龄化程度
较高的城市之一，威海市目前共
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45 . 6万人，
占 全 市 总 人 口 的 比 例 高 达
18 . 1%，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问
题已经逐渐提上日程。2007年3

月，随着环翠区 7 7名老人尝试
政府买单的居家养老服务，威
海市努力构筑起“没有围墙的
养老院”。截至目前，先后有100
多名老年人享受到服务，单键
呼叫系统等服务系统的建立，
让很多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
解决了生活中的不少难题。

为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
展，今年1月，威海市还专门出台
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
意见》，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今
后将以社区服务机构、社区卫生
机构、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家政
服务机构和其他相关公共服务

机构为依托，逐步建立覆盖城乡
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为完善老
年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威海市将
探索建立政府为贫困老年人购
买养老服务的制度，即对居家养
老的本市户籍城镇“三无”老人、
城乡空巢“三老”优抚对象、城乡
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等，要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养老
服务保障，原则上对生活半自理
的老人购买服务时间每户每月
不少于30个小时，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的不少于60个小时，购买服
务的具体项目、标准等则由各市
区自行确定。

看灯入户，有的放矢效率高

频遇挫折，信任危机突显现
本报记者 吕修全

10月10日 晴

连吃了几天“闭门羹”，我也
琢磨出了一种有的放矢的方法，
那就是在天黑的时候，站在居民
楼下仰望楼宇，有灯光的住房内
一定有人在家，这样就不用漫无
目的地爬楼梯了。

晚上7点，我抱着普查表，站
在建设街122号楼下，抬头张望。
“201、402、504……”对比着普查
表，我在心里默记着几户亮灯的
人家。昏黄的灯光让人感觉很温
暖，仿佛多年的游子回到了久别
的家乡一般。

有了固定的目标，直奔有人
在家的住户，完成入户摸底工作
轻松了许多。3户住户的情况很
快就搞定了！

老话讲“乐极生悲”，用在我
自己身上是最适合不过了。顺利
完成3户的成绩让我沾沾自喜，可
是第4家麻烦就来了。第4家是个
租户，按普查要求需要登记房东
信息，那小伙儿也很配合，马上找
来房东电话给我。可是我把电话
打过去之后，房东压根就不配合，
推说怀疑我普查员的身份，等他

明天查实后有时间再给我打电
话。得！您明天肯定没时间！

继续看灯入户，改进了工作
方法的入户摸底工作效率就是
高！很快我又完成了下一户的普
查工作。

这户人家挺有派儿！我在4
楼一住户门口登记住户信息时，
看到有两位中年男女一起从楼
上下来，我便主动询问：“请问您
是住在楼上的住户吗？”那男子
瞅了我一眼：“是啊！”“那您是哪
一户的啊？能耽误您点时间做一
下人口普查吗？”“现在没时间！
我们得遛弯去。”哎！遇到了一位
横主！

在入户摸底工作中，这种不
信任感和一些不配合的言行真的
很打击我的工作积极性。每当遭
遇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情绪低落。

其实大多数居民还是很配
合人口普查工作的，有些热情的
住户还会给我倒杯热水，这小小
的一杯水就会让我感动很久。我
觉得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并不需
要双方多么热情，一句真诚的问
候，一个温暖的笑脸，足以让这
个世界更加美好。

身上没有钱 四天没吃饭

徒步回四川 饿晕在路边
本报威海 10月 11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倪占浩）四
川男子刘贵武两个月前来威海打
工，求职未果还花光了钱。身无分
文的他决定步行走回四川，走了
四天才走到乳山，最终饿晕在路
边。11日上午，乳山寨边防派出所
民警将他送上了返乡的客车，并
给他捐助了路费。

10日17时许，乳山寨边防派
出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中年男
子倒在了乳山寨镇腾河收费站
南100米处草地上。民警赶到现
场后，发现该男子抱着一个旅
行包倒在路边，身体非常虚弱，
甚至说话都很吃力。经询问才
得知，该男子叫刘贵武，是四川
省江安县水清镇人，今年47岁。
他的妻子早逝，女儿外出打工

已半年多没有音讯，7月份大雨
不断，家中房屋又倒塌，刘贵武
索性孤身到威海打工。但他在
威海四处求职均未果，再加上
胃溃疡复发，所有的钱都花在
了看病上，甚至连手表都卖掉
了。走投无路之下，刘贵武买了
张地图，准备从威海徒步走回四
川老家。6日，他沿着青威高速公
路开始返乡之旅，走了四天，没
吃一口东西，行至乳山寨时饿晕
在路边。

了解了刘贵武的情况后，民
警赶忙驱车将他送到了一家快
餐店，让他吃了顿饱饭，并安排
了住处。11日早上，民警为他购
买了车票，并将他送上了开往四
川的客车。临行前，民警们还为
刘贵武捐了500元作为路费。

每天早上5点半，晚上
6点半，在幸福门广场都有
百来人合着节奏跳着动感
的舞蹈。这个团体叫“舞没
了秀”，意思是跳舞不作秀，
而是为了健身，为了娱乐。
“舞没了秀”是由邢

斌、白艳春夫妻俩创办的。
“今年夏天七八月份的时
候，跳舞队伍有300多人。”
白艳春告诉记者，去年刚
开始的时候，她和她的两
个朋友李元秋、乔爱兰每
天早上在幸福门东面的海

边戴着耳机跳舞，后来买
了一个小型的音响，队伍
慢慢壮大。“音乐响起来，
大家就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起舞蹈，包括很多外国
朋友。”李元秋介绍。

10日晚7点半，记者来
到幸福门广场发现，大家
排着整齐的队伍已经在尽
情跳舞。音乐现代，舞姿动
感。“自从开始跳舞，每天睡
觉很香，没有失眠的状况
了。”56岁的王女士向记者
介绍。在前面领舞的黄金诚

队长告诉记者，他2003年的
时候血管阻塞，身体不好，
后来参加了威海的冬泳协
会，加入了“舞没了秀”后，
身体好了，“睡觉也倍儿
香”。除此之外，黄金诚告诉
记者，他以前170多斤，啤
酒肚很明显，而现在减到
155斤，“跳舞很减肥”。

白艳春介绍，“舞没了
秀”完全由她和老公自己
出钱筹备，“买的第一个音
响600多块钱，后来嫌小又
买了个大的，花了1000多

元。我和老公都退休在家，
每个月退休金1900多元，
那个月买了音响，生活很
拮据。”白艳春笑着说，“我
每天先从网上学习跳舞，
学会后就来幸福门教给大
家。”据她介绍，现在威海
不只有幸福门一个跳舞
点，很多人都是先来跟着
“舞没了秀”学习，然后再
回到自己的社区交给别的
市民，“现在在海港附近以
及戚家疃小区等地都有咱
‘舞没了秀’的学员。”

夫妻俩创办“舞没了秀”
跳舞只为健身和娱乐，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
本报记者 孙丽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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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

“游”美国

日前，威海环
翠国际中学举办了

“校园英语纽约街”
活动，把美国纽约
街的场景“搬”到校
园，同学们通过参
加英语世博园、英
语知识竞技台、英
语剧场等活动，激
发了学习英语的兴
趣。

本报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王春
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