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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莺）宝坻区“一家亲”
青年志愿服务社的1200余名志愿者，与
牛家牌镇、新安镇等街镇的107个村440
名经济困难、失能失智、独居等老人结成
“多对一”服务对子，定期上门帮老人做
家务、陪老人话家常，给老人带来快乐和
温暖。这支队伍正是活跃在本市的“寸
草心”“手足情”助老志愿服务力量之
一。为了让天津“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
者组织发祥地”的志愿精神薪火相传，市
民政局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深化我市
“寸草心”“手足情”助老志愿服务工作的
实施意见》（下称“意见”），营造津城孝

老、敬老浓厚氛围。
“寸草心”服务是“少助老”，由企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大中小学师生、街道
社区干部等志愿者发挥自身专长，开展
精准助老志愿服务；“手足情”服务是
“老助老”，由热爱公益、身体健康的低
龄活力老人以“少老助老老”“花甲助耄
耋”的形式，力所能及帮助更多人。这
些力量聚沙成塔，构成意见的总体目
标，即到“十四五”末，本市“津牌养老”
志愿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相关工作制度
机制基本健全，“寸草心”“手足情”助老
志愿服务品牌深入人心、全面推进，市、

区两级助老志愿服务公益创投项目全
面展开、成效显著，本市老年人享受来
自身边志愿服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明显增强等。

助老志愿服务该怎么做？市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解读该意见时介绍，通过“社
工+邻里+志愿者+医生”相结合的方
式，坚持定期探访关爱是其中一项重
点。以社区、村为单位，通过建立信息平
台、微信群，开设小程序等“互联网+”等
多样、快捷手段，了解、掌握辖区老年人
的个性和共性需求，及时解决或协调解
决急难愁盼问题。本市还将建立健全

“三库两册”，即养老服务需求库，公益创
投项目库，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
四级助老志愿服务人才库，以及四级老
年人分类底册和辖区志愿服务组织、注
册及普通志愿者底册，两册按季度持续
更新。

市、区两级民政部门还将聚焦全市
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和社区老年人护
理、应急救援技能的培训服务，设立“寸
草心”“手足情”助老志愿服务公益创投
项目。“比如通过承接公益创投项目、开
设公益慕课、制作公益视频，普及老年人
居家护理知识和基本技能、科学养生、合
理膳食、心理疏导等知识。支持青年志
愿服务团队开拓更多体现时代特点、满
足老年人急需的创新项目等。”该负责人
表示，本市将利用春节、学雷锋日、重阳
节和国际志愿服务日等节点，组织开展
丰富的助老志愿服务，为津城老人办实
事、做好事、献爱心。

本市推动“寸草心”“手足情”助老志愿服务工作

更多身边温暖 照护津城老人

东丽区文化馆近日组织书

法志愿者，在区美术馆为辖区

居民书写福字、对联。志愿者

们挥毫泼墨，将真诚的祝福倾

注于字里行间，传承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尉迟健平
通讯员 翟鑫彬摄

挥毫泼墨
送祝福

本报讯（记者雷风雨）记者从天津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获悉，该
院作为工程总承包单位牵头承担的原
开滦矿务局大楼修缮工程近日竣工，
百年历史风貌建筑重焕生机，即将投
入使用。

原开滦矿务局大楼建于1919年
至1921年，位于和平区泰安道与大沽
北路叉口南侧，为本市特殊保护等级
历史风貌建筑，因年久失修，存在安全
隐患。去年7月，为让这一历史建筑
“活起来”，本市正式启动修缮工程。

由于修缮工作难度大、时间紧、任
务重，天津建院实施总经理张晓宇挂
帅，副总经理、总建筑师、天津市勘察

设计大师卓强全面负责设计，从全院
抽调30余名技术专家和设计骨干组
成项目团队，反复进行现场踏勘，全面
分析梳理项目特点对大楼实施整体修
缮。技术专家团队在全面掌握大楼总
体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修缮
设计方案。一方面，本着修旧如故的
原则，保留原有文物建筑的历史风貌，
充分展现古典复兴式建筑风格；另一
方面，满足盘活使用的功能需求，正确
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团队首先对部分老物件与元素

进行了修复和保留。比如，对大厅爱
奥尼克大理石立柱进行保护和修补，
复刻百年前的门牌号数字造型，修复

保留房间内木护墙板、古典壁炉。”卓
强介绍，大楼将彩色玻璃作为一大特
色，进行了全面养护修缮，太阳光透过
彩色玻璃照射进来，令整个大厅格外
绚丽。为达到现代化办公要求，先后
对照明系统、消防系统、空调系统、室
内吊顶等进行了精细化设计，满足使
用功能的同时，每一处细节的处理都
与楼体风格融合，使大楼焕然一新。

原开滦矿务局大楼历经百年沧桑，
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修葺
一新的原开滦矿务局大楼将作为天津
金融街规划的重要节点和服务枢纽，迎
接各大金融机构入驻，服务天津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张晓宇说。

原开滦矿务局大楼修缮竣工

百年历史风貌建筑重焕生机

本报讯（记者辛璇）今晚播出的《百姓问
政》节目关注河东区盘活闲置土地建设的临
时菜市场停工一年半的问题。节目邀请河东
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剖析原因，研究解决方案。

河东区二号桥街安吉花园旁有一块闲置
土地。为了盘活存量资源，解决周边居民买
菜难题，天津市嘉华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于2022年7月开工建设临时菜市场。有
群众担心菜市场建成后会有噪音、环境卫生
等问题，二号桥街道随即叫停施工。之后一
年半的时间内，项目迟迟没有进展。另外，本
期节目还关注上杭路街芳馨园小区围墙被拆
除后一直得不到修复的问题。河东区对群众
关注的这些内容一一作出回应。

节目中，河东区副区长秦桂萍表示，安吉
花园旁闲置地块盘活的问题，暴露出部分干
部工作作风不实的问题。该区将加大调研力
度，完善地块利用方案，实事求是推动问题解
决；对于芳馨园小区围墙的问题，立即责成责
任单位于上半年完成围墙修复工作。

《百姓问政》关注临时菜
市场建设停工问题

化解基层矛盾
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讯（记者刘宇）天津旅游近
年持续火爆，天津文旅不仅捧红了
家乡，还在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作
中大放异彩。今年，天津文旅打造
帮扶样板，助力甘肃省古浪县复制
蓟州区游乐场模式，项目经营带来
显著收益。

记者从蓟州区获悉，蓟州区文旅
局携手古浪县文旅部门和本土企业，
实地调研走访蓟州文旅项目，交流借
鉴经验，为古浪县游乐项目“欢乐谷”

落地提供可参考、可复制的模式。经
双方文旅部门多方调研，古浪居民对
游乐场项目十分热衷，但古浪旅游产
业现状存在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旅
游场景单一等问题，需要借鉴成熟的
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2023年4月，蓟州区文旅局邀请
古浪县文旅部门和本土企业到蓟州
春山里、蓟州溶洞、吉姆乐园等景区
考察调研，各景区点负责人在产品
设计、技术保障等方面提供了经验

参考和支持。“欢乐谷”项目当月就
迅速落地开工，经两地文旅局和企
业3个月的推进助力，当年7月投入
试运营。

该项目占地 40.64亩，总投资
3800万元，建有潮流时尚的游乐项目
30项，最大承载量3.5万人，为周边群
众提供了集游览、娱乐、科教于一体
的旅游目的地。该项目的运营成为
古浪县文旅产业发展的“引爆点”，也
带来了显著的文旅经济效益。

甘肃省古浪县复制蓟州区游乐场模式获得显著收益

东西部协作 打造文旅帮扶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