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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还没解决

这些事解决了

□本报记者 张莎

1月 5日上午，南岸区南坪街道同辉
养老服务中心食堂，几名志愿者早早来到
这里，开启他们这周的“暖心汤”筹备工
作。洗食材、洗汤桶、查看汤的熬制情况……
这是我市公益组织联合南岸区民政部门
打造的高龄独居老人“暖心汤”公益项
目。

从这里端一碗热汤，
到牵挂的人那里

“每周三是我们社区雷打不动的送汤活
动，等会儿她们就都来了，总共有30个‘暖
心汤’志愿者。”69岁的“暖心汤”志愿者周
莲山性格爽朗，看着精神头十足。

她告诉记者，每周三的“暖心汤”都是
现买现熬现送，购买食材前，他们会与养老
服务中心大厨商量，结合老人身体特点熬
制，有补虚健脾的药膳鸡汤、强筋健骨的猪
脚海带汤，降压降脂的玉米排骨汤……这
支30人的“暖心汤”志愿队伍虽然组建时
间不久，但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和信念，干
劲十足。

她们为了谁？周莲山叹口气说，志愿者
都是社区里的热心人，看到许多身边高龄独
居老人孤独在家中期盼着儿女的到来，憧憬
着子孙满堂的相聚，但平时只有空荡的房间
与冰冷的饭菜与他们相伴。

记者了解到，南岸区有不少老旧社区，
随着年龄的增长，住在那里的独居高龄老人
常常因为身体不便导致无法外出，出现买菜
不易、剩菜吃几天的情况，而老人独自在家
无人照料，也存在消防安全、人身安全及心
理问题等居家养老困难。

2016年，重庆市南岸区益友公益发展
中心就介入进来，在南坪街道率先推出“暖
心汤”公益项目。“有一位学者提出的家庭亲
和理论中说到，最好的距离是一碗汤的距
离。从这里端一碗热汤，到牵挂的人那里，
汤的温度，刚刚好。”益友公益相关负责人介

绍，“暖心汤”项目以暖心汤为载体，通过招
募培育一支本地的低龄老人志愿服务队伍，
定期熬制和配送营养汤，并在送汤过程中完
成温情陪伴、消防检查、家政支持等志愿服
务，最终把这碗汤变成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居
家养老的“暖心汤”。

2020年，“暖心汤”陆续在南岸区7个
街道、14个社区试点；2021年，南岸区民政
局、区慈善会支持“暖心汤”项目在腾讯

“99公益日”和“支付宝公益”进行网络募
捐，筹款70余万元，并倡导辖区爱心企业
积极捐赠。每周固定有一天，各社区志愿
者上门为老人们开展每周一次的“暖心汤”
服务。

10点过，当鲜美的菌菇鸡汤熬制好
后，志愿者们也早早在养老服务中心集合
好了队伍。他们穿着“暖心汤”专属志愿者
马甲，提上装着热腾腾鸡汤的保温桶，爬梯
上坎，将暖心汤送到高龄独居老人们的家
中。

一句体己的话语、一碗暖心的热汤
温暖孤独老人

南坪街道正街社区里有着许多老旧楼
房，这些老房子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刻出
一条条深深的皱纹，如同一位位老去的长
者。

87岁的丁淑辉是正街社区几十年的老
住户，就像这些老旧破败的楼房一样，随着
岁月的推移，曾经精明能干的丁婆婆，如今
只能靠着扶手上下楼，短短几十步阶梯，她
都走得步履蹒跚、满头大汗。原本最简单的
步行，成了现在困扰她的问题。

老伴去世后，子女虽然离家较近，但由
于工作繁忙，隔几天才能抽出时间为老人做
一次可口的饭菜。丁淑辉会将剩饭剩菜在
微波炉里反复加热，常常要吃一周。

让丁婆婆沐浴阳光的，是志愿者朱树华
每周一次的“暖心汤”守护。

10点50分，提着保温桶的朱树华进门
了，丁淑辉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立刻绽放出

笑容。
将鸡汤倒进锅里后，朱

树华没急着走，摸摸丁淑
辉的手，“嗯，今天手板
心是热的，上次穿少
了被我‘批评’了，现
在听话了。”与老
人寒暄后，她又
四 处 检 查 门
窗、水电气，
看斗柜上的
药吃完没有、冰
箱里的剩菜剩饭
倒没有……

朱树华忙碌的
身影，就是丁淑辉老
人孤独生活里的一丝
期盼。一句体己的话
语、一碗暖心的热汤，就足
够温暖像她那样的孤独老
人。

50岁的党员、退役军人傅祖红是“暖心
汤”项目最年轻的志愿者。她说：“社区的老
人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也是看着他们
变老的，现在退休后能为他们出一份力、关
心他们，我觉得很有意义，也非常开心和满
足。”

在送“暖心汤”中发现老年人共性问题，
搭建帮扶平台

“不是把汤送到老人的家中就作数，更
重要的是要去了解老人的生活状态。”采访
中，“暖心汤”志愿者们说，他们每一次温暖
敲门的背后，不仅仅只是为婆婆爷爷送上一
份营养的补充，更是希望能通过每周一次的
探访，搭建一个紧密有效的“助老机制”，提
高老人的居家养老质量。

南岸区益友公益发展中心会定期在志
愿者中收集、梳理他们发现的老年人共性问
题，有条件的进入帮扶解决流程。

这几天，“暖心汤”志愿者正在铜元局街

道长江新村社区50户独居高龄老人家中忙
碌着，为他们的卫生间安装扶手。

“年迈的老人或是生病的老人上厕所是
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有时候还比较危险。”

“对！上年纪后下蹲如厕时间一长，很难起
身”……前段时间，“暖心汤”志愿者蒲建强、
张山秀等陆续向益友公益反映这个高龄老
人共性问题，大家都说，如果卫生间的墙上
有一个扶手就好了。

很快，社工们链接到爱心企业资源，在
长江新村社区发起了“扶手到家”项目，专门
为50户接收“暖心汤”的高龄独居老人安装
卫生间扶手，让老人安全如厕。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岸区“暖心汤”项目
已吸引了平均年龄为65岁左右的300多位
志愿者参与其中，其中多数为共产党员；他
们服务社区高龄独居老人800余名，年龄最
大的有100岁。

志愿者们承诺，“暖心汤”会一直送下
去，在漫长的岁月中，用爱心抚慰更多的困
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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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曜

日前，璧山区三合、丁家、来凤、青杠、八
塘五个乡镇通过验收，成功创建“安全用电
示范镇”。这是我市又一批成批量创建的

“安全用电示范镇”，目前，全市农村已建成
41个“安全用电示范镇”。

记者调查发现，为补齐农村用电安全短
板，我市探索的“用电安全明白人”长效机制
正浮出水面。

农村有了“用电安全明白人”

国网重庆璧山供电公司广普供电所所
长罗智强参加了验收工作。路过三合镇龙
凤村一处村民门前时，正在洗衣服的曾维秀
叫住了一行人，上前握住了罗智强的手。“谢
谢罗所长，谢谢‘用电安全明白人’，你们帮
了我们家大忙。”

村民称赞的“用电安全明白人”不是别
人，正是龙凤村当地村民付伟。

去年8月末，重庆频繁出现暴雨天气。
一天，三合镇龙凤村上空雷雨交加，狂风大
作，不一会儿，村里停电了。曾维秀看见，

“用电安全明白人”付伟冒雨赶到她家附近
一颗大树旁，阻止村民靠近。原来，是大树
压断了电线。巡线检查的付伟发现后，立即
将情况反映到供电所的微信群，并一直守在
原地，直到电力工人赶来处置险情。

不仅如此，付伟还配合电力工人为曾维

秀安装了漏电保护器。“以后可以放心使用
家中电器，不担心会漏电出大事了。”曾维秀
还记得，付伟还常来她家讲解用电安全知
识，检查其他用电隐患。“用电不明白的，我
都找明白人了。”曾维秀笑着说。

农村用电安全敲响警钟

“付伟是我们与乡镇、村社共同培养的
‘用电安全明白人’。”罗智强介绍，按照一村
至少一人的原则，此次创建安全用电示范镇

的五个乡镇共有 120 名“用电安全明白
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当地村民，有的
还是村干部，还有部分供电公司基层员工。

事实上，“用电安全明白人”并不是随便
就能当的，必须通过专门培训，考试合格才
能上岗。“上个月针对鱼塘的用电安全我们
才开了培训会。”罗智强称，培训会上播放了
常见的鱼塘触电案例视频，供电公司安全专
家深入剖析事故的原因以及对事故的反
思。会后，供电公司还发放安全用电漫画、

常识以及怎样处理用电难题的“口袋书”，方
便“用电安全明白人”随身携带、随时学习。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网
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农村用电大幅增加，但
农村用电安全意识普遍缺乏，触电事故时有
发生，给农村安全用电敲响了警钟。

“明白人”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

从2020年起，我市开始探索安全用电
示范镇建设，规划在未来三到五年实现全市
安全用电镇（街）全覆盖。

创建安全用电示范镇，制度先行。供电
公司与参与创建的街镇签订共建协议，明确
设立“用电安全明白人”制度，并将“用电安
全明白人”纳入基层网络化管理。其中，培
养建立一支稳定的“用电安全明白人”队伍，
就成为关键环节。

目前，“用电安全明白人”没有固定的收
入，但发现报告安全隐患后，供电公司有经
济上的奖励。为了形成长效机制，示范镇将
触电事故纳入到各村工作的考核中。“用电
安全明白人”职责明确，除了发现安全隐患，
每个月至少巡视一次电力线路，遇到暴风雨
等极端恶劣天气立即开展现场巡查。

“未来每个村社都培育‘用电安全明白
人’，并将其纳入基层安全监督网格化管理
中，由网格长进行常态管理。”国网重庆市电
力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由镇政府牵
头，供电公司每半年对“用电安全明白人”进
行一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用电安全知识、
电力安全隐患辨识和触电急救等。

同时，政府、供电公司建立查违治患政
企联动机制。安全用电示范镇所属各村通
过“用电安全明白人”建立与供电公司的常
态联系，及时报告和协助供电公司处置安全
隐患。

◀1 月 5 日上
午，南岸区南坪街
道，志愿者们提着

“暖心汤”，送往高
龄独居老人家中。

记 者 崔 力
摄/视觉重庆

▼1 月 5 日上午，南岸区南坪
街道，志愿者协助厨师将“暖心汤”
分装进每个老人的保温桶。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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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打 探

市民来电：巴南区渔洞街道金竹村华熙公寓
旁，凌晨0时至4时，运渣车倾倒大量土石方和渣
土在空地上，影响市民生活环境，希望相关部门核
实处理，禁止运渣车倾倒垃圾。

市民来电：大渡口区茄子溪街道镁桥路重庆
太仓科技有限公司附近的道路已经维修了4个月
左右，中途有一段时间修好了可以正常出行，但后
续又开始维修，导致附近市民无法正常通行，希望
相关部门核实处理，尽快修复该道路。

市民来电：渝中区重医附一院正大门外的地
下通道里的电梯和路灯在2021年12月底损坏，影
响市民出行，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维修通道里
损坏的设施。

市民来电：奉节县大树镇大树村几年来只
剩下 6 组汤家湾的公路没有硬化，村民出行困
难，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硬化汤家湾的道
路。

（12345 提供）

渣车扬尘
值守查处

市民反映：南岸区广阳镇银湖村紫泥湾组大
天井渣土场，渣土车带泥上路四处撒漏，导致道路
扬尘。

南岸区广阳镇办事处回复：执法队员联系中
铁一局施工单位负责人，要求复垦项目必须文明
施工，并加大洒水降尘频次，进出车辆严禁带泥上
路。现已安排城管队员加强值守，对带泥上路车
辆进行查处。

占道熏肉
灭火制止

市民反映：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关景沟新桥
医院后门旁的人行道上，有人占道熏肉，油烟扰
民。

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办事处回复：街道城管
队员立即前往现场进行灭火，并对当事人进行批
评教育，现已处理完毕。后期，街道将加大对该区
域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及时制止。

路面老化开裂
铺装沥青

市民反映：城口县葛城街道桂花井社区美都
香榭小区前的道路有扬尘现象。

城口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回复：经
查，扬尘是因大南门洞子口至高速路下道口段路
面老化开裂，施工单位清理路面后进行沥青罩面
施工，因铺装期间不能洒水，导致扬尘现象，现美
都香榭小区段的油路已铺设完成，扬尘现象已消
除。

占道烧烤扰民
整改建制

市民反映：垫江县桂溪街道集体社区牡丹城
外的人行道上，每天下午5点至凌晨3点钟，摊贩
占道烧烤，产生的油烟、噪音扰民。

垫江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县
城管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现场约谈占道经营者，宣
传法律法规及相关管理规定，要求规范经营，严控
噪音，严禁露天烧烤；责令立即按要求整改，保证
人行通道畅通，环境干净整洁；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增加巡查频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公厕无法使用
修复供水

市民反映：江津区圣泉街道中渡社区金科美
丽汇商场旁的公共厕所停水无法使用，希望相关
部门核实处理。

江津区城市管理局回复：经核实公厕供水设
施确有损坏，已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维修，现已修
复，供水正常，能满足公厕供水所需。

人行通道塌陷
紧急修复

市民反映：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虎溪街道大成
湖社区大学城东路66号附90号，人行通道有面积
约2平方米的塌陷，存在安全隐患。

高新区虎溪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回复：立即安
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在现场拉上警戒线。经
核实该塌陷区域是电力井，虎溪街道立即与相关
单位取得联系，要求及时修复。目前该电力井塌
陷区域已修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广告灯光扰民
定时关灯

市民反映：渝北区仙桃街道吾悦广场晚上广
告灯光扰民，影响市民正常休息。

渝北区市政综合执法支队新城大队回复：经
新城大队现场核实，吾悦广场商圈刚开业，商家为
营造现场氛围，使用电子显示屏及霓虹灯做宣
传。片区负责人约谈吾悦广场商圈负责人，转告
市民反映，同时宣传《重庆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
要求按相关规定使用电子显示屏及霓虹灯广告，
不得影响周围居民生活。商场管理方表示将积极
配合大队工作，并承诺在晚上10点前关闭广告
灯。大队后续将加大夜间巡查管理力度，做好督
促管控工作。

（记者 张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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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网格管理增加“用电安全明白人”
——我市探索长效机制补齐农村用电安全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