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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角

思 萍

最近，《浙江老年报》 用整版
篇幅报道了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
庙后王社区“老年日托班”的故
事。“老年日托班”，是借鉴幼儿园
日托班的办法，白天，老人到日托
班托管，晚上回家。日托班由社区
兴办，有专人负责，为老人提供中
餐、医疗健康、组织活动等全方位
服务，每天收费9.9元。“老年日托
班”值得借鉴。

居家养老是许多老人的选择，
但居家养老也容易困在家里，老人
比较孤独。“老年日托班”就是把
困在家里的老人呼唤出来，让他们
与同龄人聊聊天、读读报、下下
棋、打打乒乓，比困在家里生活更
丰富、更有意义，也更安全。“老
年日托班”能够缓解老人的孤独
感，有的老人说：聚在一块有说有
笑，太阳落山也不知道。“老年日
托班”为老人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养
老空间。

老年学家倡导老人要“凑热
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
团队曾对 2.8万名平均年龄 89岁的

老人做过 5年随访，发现社交活动
可以延长其寿命：不参加社交活动
的死亡率为18.4％，偶尔参加的为
8.8％ ， 每 月 至 少 参 加 一 次 的 为
8.3％，每周参加一次的为 7.5％，
几乎每天参加的为 7.3％，社交活
动越频繁，生存时间越长。“老年
日托班”是让老年人参加社交活动
的极好平台。

子贡曾问孔子：“死人有知
无知也？”孔子犯了难：如果说
死者有知，恐孝顺子孙会妨生以
送死；如果说死者无知，恐不孝
子孙弃亲而不葬。这番话记载在

《说苑·辨物》 里，这种左右为
难 现 象 在 哲 学 里 称 为 “ 二 难 推
理 ”。 在 养 老 上 也 存 在 “ 二 难 ”
现象：许多老人既喜欢与子女在
一起，又怕拖累他们；许多子女
既喜欢与父母在一起，又为因工
作脱不得身而困扰。“老年日托
班”让老人白天在这个“新家”
与 老 兄 弟 、 老 姐 妹 享 受 同 龄 之
乐，晚上回到自家与家人享受天
伦 之 乐 ， 朝 出 夕 归 ， 被 戏 称 为

“ 老 人 幼 儿 园 ” 的 “ 老 年 日 托
班”，有效地缓解了家庭的这个

“二难”矛盾。
“老年日托班”深得中国传统

敬老文化的精髓，巧妙地结合了居
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优点，既避免
了机构养老的刻板单调，又能减轻
家庭的养老负担；“老年日托班”
进出的门槛不高，比较灵活，让老
人养老多了一种选择；“老年日托
班”所需投入不多，一般社区就能
承担；“老年日托班”收费明显低
于机构养老，受托人都能承受。

“老年日托班”书写着“老有所
养”的新答卷，是养老模式的创
新。

党和国家很重视家庭和社区的
适老化改造，以增加老人生活的安
全性和便利性，避免其受到人身伤
害 。 社 区 通 过 兴 办 “ 老 年 日 托
班”，可整合资源，为老人提供量
身定制的服务，提升老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也能够提升
社区的适老化程度。“老年日托
班”有利于促进社区成为串联老人
的核心枢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
施 积 极 应 对 人 口 老 龄 化 国 家 战
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

基本养老服务”。到 2025 年，我
国要建成 5000 个示范性城乡老年
友好型社区，到 2035 年，全国城
乡实现老年友好型社区全覆盖。
抓好“一老一小”，始终是习近
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2023 年春
节前夕，在视频连线看望基层干
部和群众时，总书记强调：“一
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
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一定要
让 老 年 人 有 一 个 幸 福 的 晚 年 ”。
办好“老年日托班”，是落实总
书记嘱托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的有效途径。

“老年日托班”已在上海等地
积极推广。在日本，“老年日托
班”被称为“托老所”，是很广泛
的养老模式。盼“老年日托班”也
在我市推广，让更多老年人从“老
有所养”，走向“老有善养”。

“日托班”养老模式值得借鉴

王优玲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今 年 上 半
年，房地产市场虽然有所波动，
但总体上朝着止跌回稳的方向迈
进。商品房交易比较活跃，其
中，“好房子”表现突出，在持续
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

良好的居住品质，正成为撬
动市场的关键支点。新建项目从
规划、设计、建造等环节提升品
质，改善功能审美、带来舒适体
验；存量住房通过原拆原建、危
旧房改造等方式实现焕新，适配
适老化、适儿化需求。需求是发
展的动力，人民群众对改善居住
条件的新期待，对“好标准、好
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
维”住房的追求，推动住宅产品
持续迭代升级，激发房地产市场
新活力。

随着 5 月 1 日国家标准 《住
宅项目规范》 施行，“好房子”
标准加速落地。北京优化计容方
式，引导住房品质提升；江苏、
浙江等地针对新建住房品质提升
和改善发布技术导则；福建、安

徽打造保障性住房“好房子”样
板……各地围绕出台推动政策、
加强技术支撑、打造示范样板、
强化科技赋能、优化物业服务和
健全产业体系等方向协同发力，
不断总结经验做法。建设“好房
子”，既能解决居住中的诸多痛点
问题，也能为建筑业、房地产业
转型发展开辟新赛道。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着
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实
现宜居目标，提供更多符合人民
群众需求的“好房子”至关重
要。归根结底，人民群众真正想
要的房子才是“好房子”。因此，
必须立足老百姓的实际需求，精
心做好设计规划和建造，确保不
同地区、不同面积、不同价位都
有相应的“好房子”，从而有效匹
配多层次、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对 房 地 产 行 业 来 说 ， 建 设
“好房子”是挑战，更是转型升级
的机遇。当前，“好房子”的有效
供给依然不足，需要政府、房企
等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相关部
门从土地、财政、金融等方面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房企从追求速
度规模转向追求品质服务，推动
住宅、设计、建材、家居等全链
条产业升级，将为房地产行业在
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迈进增添新动
能、注入新活力。

以“好房子”建设
激发房地产市场新活力

罗志华

盛夏时节，山东聊城一家肯德
基挤满了老年人。早饭过后，许多
老年人就去那儿打牌、聊天、打
盹，一坐就是一天。店员劝也不
是，不劝也不是。类似的避暑场
景，近年来在各地城市不断上演。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挤进商场、银行
营业厅、便利店 （7 月 23 日 《中国
青年报》）。

老年人对体表高温的感受不敏
感，部分高龄老年人即使达到中暑
程度也浑然不觉。生理机能衰退导
致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明显下降，
慢性病老年患者患上热射病等疾病

的风险显著增加。老年人过日子精
打细算，风扇、空调开久了怕浪费
电……这些因素导致老年人成为高
温中最脆弱的群体。

这种脆弱性还体现在，部分商
业空间虽然为民众提供了空调环
境，但嫌老、弃老现象普遍存在，
座椅设计不符合老年人体态。社区
服务聚焦于助餐助医等，却未将防
暑纳入日常巡访内容。公共预警信
息通过手机App推送，却忽视了老
年群体智能手机普及率低的现实。
也就是说，老年人防暑降温往往处
于政策边缘，避暑服务供给与其需
求严重错位。

化解这道难题，首先需要针对

老年人避暑构建基础性服务网络。
政府可整合社区活动中心、党群服
务中心等现有资源，在夏季设立常
态化“避暑驿站”，配备血压计、
退热贴等基础医疗物资。街道和社
区等基层单位应建立独居老年人动
态档案库，通过智能水表、电表实
时监测生活状态。医疗机构则需制
定高温应急预案，要求家庭医生团
队在热浪期间每日完成重点人群巡
诊，将防暑指导纳入慢性病管理流
程。

更重要的是，应将适老化避暑
标准纳入公共空间改造，比如商场
休息区配备软质座椅和扶手，银行
网点可设置老年人专属纳凉区。清

凉的公共环境向老年人开放，应该
成为社会共识，成为尊老爱老的典
型标志。社会力量形成联动机制，鼓
励沿街商户加入“清凉联盟”延长空
调开放时间，组织退休医生、大学生
志愿者开展“敲门送凉”行动。

当前，我国适老化产品已覆盖
助行、助浴、助餐等大类，老年友
好型社区建设标准也细化为多项指
标，但避暑需求始终未被纳入核心
议程。将“适老化”避暑提升为社
会服务优先事项，让每位老年人能
体面地度过炎夏，不仅是应对人口
老龄化和极端高温天气的必要举
措，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
标尺。

“适老化”避暑应该成为社会服务优选项

海 凝

预付式消费以其便捷与优惠
在健身、教培、美容等行业广泛
应用。针对预付式消费门店“跑
路”的情况，相关部门近年来已
出台多项政策进行规制，消费者
权益得到一定保障。但一种新情
况日益频繁——原经营者将会员
连同门店经营权一并转让。部分
门店未告知消费者擅自转让、新
经营者拒绝承接原服务义务、原
经营者“甩锅”离场等乱象，成
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新痛点 （7 月
23 日 《法治日报》）。

从表面上看，部分门店将经营
权和会员一并转让，确保了会员继
续获得服务，会员权益有保障，似

乎比经营者“跑路”好很多。但这
种操作，往往是在消费者不知情的
情况下发生的，而且接手的新经营
者的服务未必获得消费者认可，实
际上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选择
权、公平交易权。一般来说，消费
者想退款终止会员合同，新经营者
也不会答应。如此一来，消费者很
容易陷入复杂的纠纷，原店主、新
经营者都可能推卸责任。

部分门店之所以“转卖”会
员，是在转让经营权时不想退还会
员的预付款，而且还有可能将会员
作为“资产”进行转让，从中获取
更多收益。新经营者愿意接受原门
店的会员，大概是因为这是转让条
件之一，以及从中可获得一定利
益，有固定顾客带动人气等。就是

说，在这种“转卖”中，新老店主
都是受益者，只有消费者是受害
者。这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
益，亟须引起各方高度重视。

现实中，美容店、健身房 、
舞蹈工作室等门店，均存在偷偷

“转卖”会员的现象，让消费者陷
入 “ 要 么 在 新 店 消 费 、 要 么 维
权”的两难处境。《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 明确要求，经营
者停业或迁移服务场所应提前告
知消费者，消费者有权要求继续
履行或退还预付款余额。但门店
为了规避退还预付款余额，无视
法律规定。因此，要依法追究原
店主违约责任、法律责任。如果
原店主玩“消失”、预付费涉及金
额 大 ， 而 新 经 营 者 又 不 配 合 处

理，不妨将原店主视为“跑路”，
以涉嫌诈骗追究其刑责。这是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打击违规转
让门店的利器。

同时，还应该在门店经营权
变更环节严格设防把关。首先，
在经营权变更前要强化门店告知
义务。即门店经营者必须将经营
权变更逐一告知每个预付费消费
者，告知方式和告知结果要统一
规范，作为经营权变更的首要前
提条件。其次，对未告知或未获
得消费者同意就转让经营权的门
店，应按违约、违法处理，增加
其违约、违法成本。再者，有关
部门若没有严把变更关致使消费
者被门店偷偷“转卖”，应当对相
关人员严肃问责。

门店“转卖”会员，把消费者当成什么

祝文冰

“ 到 点 了 到 点 了 ， 蹭 饭 蹭
饭 ！”“ 大 娘 ， 添 双 筷 子 可 中
啊？”……最近，河南周口市范庄
村驻村第一书记董桂林，凭借挨
家挨户“蹭饭”的视频走红网
络，不少网友称他为“蹭饭书
记”。这位 27 岁的年轻干部用一
只碗、一部手机，记录了与村民
同吃一锅饭的日常，收获超 600
万网友点赞 （据新华社）。

“蹭饭书记”为何能“圈粉”
无数？看似简单的“蹭饭”，其实
蕴藏着干群关系、为民服务与乡
村发展的深层逻辑。

27 岁 的 董 桂 林 初 到 范 庄 村
时，村民对他既陌生又疏离，工
作难以开展。为了拉近与群众的
距离，董桂林决定挨家挨户“蹭
饭”，在灶台边听家长里短，在
饭桌上聊急难愁盼。当他和村民
同吃一碗捞面、共饮一壶热茶，
隔阂在烟火气中消融，信任在闲
谈中生长，成功打开了工作局
面。这启示我们：干群关系的温
度 ， 往 往 藏 在 “ 脚 下 的 泥 土 ”
里。

乡村治理的难点，在于摸不
清群众的真实需求；乡村发展的
堵点，往往源于脱离实际的“想
当然”。董桂林在饭桌上听到乡亲
抱怨“做饭难”，便推动老年食堂

落地，让 200 多位留守老人吃上
热乎饭；听村民说手工挂面“愁
销路”，就用短视频帮着吆喝，让
土特产走出乡村。这些举措，源
于家常便饭中流淌出的乡情民
意，是从灶台边的闲聊、田埂上
的吐槽中提炼的“金点子”。实践
证明，群众的急难愁盼，不在汇
报材料里，而在家长里短中。干
部多坐“灰板凳”、多听“实在
话”，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
上。

在信息时代，乡村发展需要
“ 酒 香 也 怕 巷 子 深 ” 的 突 围 思
维。董桂林的“蹭饭”视频不仅
记录生活，更是乡村的“宣传窗
口”：镜头里的手工挂面、小磨
香油成了“网红特产”，他大快
朵颐的模样是活生生的广告，带
动当地农产品销售。这种“接地
气”的传播方式，比刻意筹划的
广告更有说服力，也让流量转化
成了发展增量。这提示我们：乡
村振兴既要“埋头干事”，也要

“抬头看路”，善用新媒体讲好乡
村故事，让沉睡的资源变成发展
资本。

“蹭饭书记”走红，看似偶
然，实则必然。“蹭饭”的背后，
是“把群众当亲人”的初心，是

“从群众中来”的方法，更是“为
群众谋利”的担当。这是基层干
部该有的样子。

“蹭饭书记”走红：

藏在碗筷间的为民之道

徐根凯

据“廉洁四川”消息，已于
2007 年 7 月提前退休的成都市新
津县 （现新津区） 委原常委、统
战部部长、总工会主席曾洪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成都
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月 18 日人民网）。
曾洪已提前退休 18年，却仍

未能逃脱纪法的制裁。这一案例
不仅是对违纪违法者的警示，更
是对“退休即安全”错误认知的
强 力 驳 斥 ： 违 纪 违 法 的 “ 旧
账”，不会因时间流逝而一笔勾
销，退休不是违纪违法的“护身
符”。

无论在职还是退休，党员干
部的纪律红线不容触碰。党的十
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
深推进，“打虎”“拍蝇”“猎狐”
多管齐下，形成了强大的高压态
势。曾洪退休 18年后被查，正是
这一态势的生动印证。

退 休 后 被 查 的 官 员 并 非 个
例。比如，2021 年辽宁省政协原

副主席李文喜退休 8 年后被查；
又如，2023 年甘肃省白银市人大
常委会原副主任吴查退休 10年后
被查。这些案例与曾洪案一样，
传递出清晰的信号：只要触犯了
纪法，无论过多久，必将受到追
究。

查处退休官员，不仅是为了
惩治腐败，更是为了维护党纪国
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一方面，
它让在职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
人民服务，任何以权谋私的行为
都将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它也
让全社会看到党和国家反腐败的
决心和力度，进一步增强人民群
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彻 底 铲 除 少 数 人 “ 退 休 避
罪”的幻想，必须持续发力。不
仅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让
贪腐分子无机可乘；还要完善监
督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退休后
的管理和监督，不给违纪违法行
为留下“缓冲期”。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无论在职还是退休，党员干部必
须坚守纪律底线。曾洪 18 年后
被查，再次敲响警钟：贪腐没有

“ 过 期 日 ”， 退 休 不 是 “ 免 罪
牌”。党员干部唯有始终保持对
纪法的敬畏之心，才能行得正、
走得远。

退休不是违纪违法的
“护身符”

轻 轻 一 按 ， 道 闸 应 声
而开。网络平台上，售价
数十元的“万能”遥控器
销量惊人。商家演示视频
里，无论是小区道闸、停
车 场 栏 杆 还 是 商 铺 卷 帘
门 ， 只 需 对 着 设 备 按 几
下 ， 就 能 让 其 乖 乖 “ 听
话”。这背后的原理并不复
杂，多数道闸使用固定频
率 的 无 线 遥 控 ， 而 “ 万
能”遥控器只需复制、扫
描频率，就像配了把万能
钥匙，能够打开千篇一律
的锁 （7月20日央广网）。

蒋跃新 绘

不速之“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