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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颐养天年
智慧平台添温度

济南市甸柳三居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建成于2018年，筹建之
初，在省级给予25万元建设补助
基础上，市、区民政部门即按照
250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了一
次性建设补贴，按照480元/平方
米的标准投放了设施设备，按照
每年36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
运营补贴。

甸柳辖区的李爷爷今年92
岁，由于年事已高，腿脚不便，孩
子白天上班又没法留在身边照
顾。反复思量与考察后，李爷爷成
了甸柳三居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
日托对象。“白天在中心和其他几
个老伙计一块儿打牌、下棋，一起
上老年大学，晚上孩子下班了我
就回家，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
有趣得很。”李爷爷说。

据了解，济南市甸柳三居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共有床位117张，
除了像李爷爷一样的日托对象，
更多的是失能与半失能老人，占
比达95%以上。百岁老人傅奶奶
就是养老服务中心重点关照的失
能老人。“奶奶几乎完全丧失了语
言能力，很多需求不能直接表达
出来。但从长期的实践中，我们的
护理员逐渐摸索出了傅奶奶的生
活规律，会按时给她喂水、翻身，
夜间也加强巡视，避免出现意外，
中心的医生也会坚持每周两次的
巡诊，及时掌握老人的健康状
况。”中心工作人员于淋淋介绍，
细心与专业的服务不仅让傅奶奶
的生活质量有了保证，也获得了
家属的认可。“傅奶奶80多岁的女
儿就经常在家属群里向我们表示
感谢呢！”

除了让老人“走进”养老服务
中心，山东养老服务人员还会积极

“走出去”，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护、医师出诊等“上门”服务。济南
市历下区智慧平台通过打造“亲情
E联+”独居老年人智能服务与社
会治理模式，整合老年人需求信息
和各类社会服务资源，形成了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着力

解决辖区老年人居家养老问题。
2021年夏天，智慧平台收到独居老
人常奶奶的电话，老人表示自己身
体不好，希望能有志愿者上门帮助
打扫卫生，给她读读报。收到老人
的需求电话后，平台工作人员联系
了志愿服务者李老师，并通过系统
为其派单。截至2021年6月，智慧平
台已为历下区2315户独居老人实

现实时7×24小时远程看护，处理
紧急预警信息1 .94万次，拨打关爱
慰问电话8300余次，提高了养老服
务质量，增加了老人的安全感和幸
福感。

不断扩大服务供给
增加日间照料中心奖补

随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上升为国家战略，做好“银发答
卷”渐渐成为公众关切。为应对
人口老龄化现象，山东省民政
厅今年将建设改造敬老院120
处，新增护理型养老床位 3万
张，护理型养老床位占比达到
5 5%以上，从而扩大养老服务
供给。

据悉，在2021年，山东省民政
厅、省财政厅便联合制定出台了

《山东省省级养老服务专项资金
补助项目实施方案》，增加了对城
乡日间照料设施的运营奖补项
目，对符合要求的城市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省
级分别按照每处每年12000元、
6000元的标准给予奖补，为老年
人家庭提供更便捷、更丰富、更优
质的服务。

山东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山东
将从以下方面促进全省养老服
务事业发展：一是推动有条件的
地方建立经济困难重度失能老
年人居家照料和免费或低收费
集中托养制度，每市至少在1个
县（市、区）开展试点；二是持续
深入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清
查整治工作，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配建达标率达到100%；三是实
施养老机构“双随机一公开”检
查，开展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一
件事”试点工作，健全跨部门综
合监管机制；四是继续开展县域
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活动，推
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加强委托
运营监管，探索建立公办养老机
构入住轮候制度；五是聚焦农村
养老、居家社区养老、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运营、助老食堂等，总
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发展和服务
模式，加强与国家开发银行等金
融机构对接，推广实施各具特色
的金融支持养老模式。

文/片 记者 李自强

弃医从农
小草莓做成大产业

2009年，山东医专毕业的王
倩获得赴新加坡留学深造的机
会。就在王倩对未来满怀憧憬的
时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一
切，王倩的父亲被查出胃癌晚期。
王倩的父亲王哲德是一名老党
员，从1994年开始种草莓，是村里
的种植能手，也是青岛曹村草莓
专业合作社的创始人。“我当时是
在学校通过选拔要出国留学的，
那时憧憬着国外的生活，还有医
生这个职业的未来。突然要回村
当农民，干农活，自己不认同，外
界也有各种声音。当时觉得没有
出息，但是在陪伴父亲几个月的
过程中，受他影响特别大，颠覆了
我对农业、对农村的一些认知。”

最终，王倩放弃了出国深造
的机会，继承了父亲的事业。2009
年12月，父亲因病去世，王倩正式
出任青岛曹村草莓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2010年8月，王倩用家里的
房子抵押向银行贷款，建起了占
地80多亩的新品种试验基地。在

王倩的努力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曹村草莓专业合作社逐渐
步入正轨，合作社草莓种植面积
从50亩扩展到1500多亩，社员收
入从每亩约3万元增长到每亩十
多万元，合作社规模也从原来的
七八户增长到如今的156户。

钻研技术
“曹村草莓”享誉国内外

青岛曹村草莓专业合作社位
于风景秀丽的崂山西麓、城阳区
夏庄街道。在崂山的水土滋润下，
自古以来，夏庄被誉为“瓜果之
乡”和“蔬菜之乡”。王倩说，她从
小就跟着父亲下地，长年的耳濡
目染，让她学到了许多关于草莓
种植的知识。“但真要搞专业化合
作社，只靠原有知识积累和查阅
资料还远远不够。”因为地理位置
优势，王倩的草莓合作社与青岛

农业大学、青岛农科院建立了产
学合作基地，共同研发新品种、新
技术。

为了破解草莓生产中采收断
档的行业难题，王倩与“中国草莓
之父”姜卓俊教授合作，通过低温
控制促进花芽分化的方法，研究
开发了超早熟无公害草莓栽培新
技术。此外，王倩还自主研发了

“杠六九西红柿周年生产栽培技
术”，让青岛市民在一年四季中都
能吃到地道、新鲜的“杠六九”西
红柿。

依托技术创新和品种引育，
“曹村”牌草莓不仅成为青岛市农
产品的一张特色名片，也在全国
打响知名度。不仅如此，“曹村草
莓”还逐渐走出国门。乘着上合组
织青岛峰会召开的东风和“一带
一路”倡议，2018年5月，王倩在塔
什干成立了“金陆农业产业园”。
原本当地的草莓只在5月份成熟
且成熟期只有20天，但在王倩的
草莓种植园里，草莓可以从12月
下旬开始成熟且成熟期长达6个
月。

“我们现在更希望打造一个
涉及多业态、涵盖全产业链的平
台型企业，在现有的草莓合作社
的基础上打造田园综合体。”2021

年五一，投资约1亿元、占地面积
167亩的青岛乡缦草莓乐园试营
业，项目涵盖果蔬采摘、儿童休
闲、游乐设施、文创手作、自助餐
饮、动物喂养、特色农产品销售
等，多业态为一体的主题式、沉浸
式田园综合体吸引了大批游客，
仅2021年合作社就接待游客10万
余人次。

如今，曹村草莓专业合作社
稳定社员156户，辐射带动的二级
社员现有四五百户，面积达五六
千亩。合作社不仅拥有自己的技
术团队，为合作社社员们提供种
植管理技术指导，更是作为一种
业务形态，实现了技术输出，为全
国多地种植草莓的农民提供了技
术支持。王倩先后获得全国巾帼
建功标兵、首届“全国乡村振兴青
年先锋”、中国乡村旅游致富带头
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山东
青年五四奖章”、青岛市拔尖人
才、青岛市劳动模范、青岛市三八
红旗手标兵等荣誉称号。

“护理人员照顾得好，医生定期来查房。最主要的是离家近，孩子来看我也方便，自己想回家了就回去住
两天。”89岁的王奶奶自打住进济南市甸柳三居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逢人便要秀一秀自己在家门口“养老院”
的晚年生活。王奶奶直言：“年轻的时候日子苦，没想到老了，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么好的服务。”

山东是老年人口大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居全国首位，相比机构养老，老年群体对便捷化、低成本的
居家社区养老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共建有696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已经实现街道
全覆盖，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

弃医从农扎根土地，做一个农民带头人
“草莓公主”王倩带动156户种植户共同致富

“很多人叫我王总、草莓公主、理事长，其实他们直接称呼王倩，我感觉更亲切一些。如果给我自己定位的话，我觉得得我是一个农民的带头
人。”山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王倩说。曾经的山东医专毕业生，青岛曹村草莓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王倩倩带着对父亲的一份沉甸
甸的思念与承诺，放弃留学深造的机会，在老家城阳区夏庄街道王家曹村从事草莓种植和合作社经营，一干就是十多年年。她带动曹村草莓专业
合作社从原先七八户发展到如今的156户，社员收入从每亩地约3万元增长到每亩地十多万元。凭借先进技术，她还把草莓种到了国外。

济南市甸柳三居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食堂面向辖区所有老人开放，6元钱即可吃到荤素搭配的套餐。 受访者供图

王倩带动草莓种植户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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