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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
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立新时代卫生
与健康工作方针，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健全遍
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
高。习近平同志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推动新时代我国卫
生与健康事业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打下坚实健康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10个专题，共计292段论述，摘自习近平
同志2012年 11月至2024年 9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谈
话、致辞、书信、指示、批示等14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
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今日看点

多方共治
消弭网购“痛点”

当前，网购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用户数量不断

增长，但随之而来的购物“痛点”也在持续消耗广大

消费者对网购的信任基础，如“大数据杀熟”屡禁不

止、直播购物频频翻车、网购商品缺斤少两、购物评

价弄虚作假……如何让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买得

放心、用得舒心，需要多方协同构建共治格局，共同

营造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

烹入“幸福味”情暖夕阳红
——聚焦“家门口”的养老助餐服务

◎ 本报记者 施华琼

A3 观点·理论

榜样力量感动蓉城
——“德耀巴蜀榜样力量”四川省礼赞先进典型巡演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演出举行

◎ 本报记者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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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助餐服务打通了便
民生活的“最后一公里”，让
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美好的用餐时光，是老年人
关心的“关键小事”。近年来，
各地聚焦老年群体的就餐问
题和实际需求，因地制宜探

索老年助餐服务模式，以温馨舒适的环境、营养实惠的饭
菜、贴心周到的服务，提升老年人的就餐便利度和满意度。

/ 现 象 /
家门口的热乎饭守护老人健康

在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和美社区“岁月厨香”社区助老
餐厅，每天中午11点以后，都会迎来午餐高峰。餐厅内，20
多种荤素搭配、色香味美的家常菜，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味
蕾，更增添了生活乐趣。老人们通过刷脸识别自动抵扣补贴
金额，再支付剩余金额后便可尽情享用“自助餐”。

退休老人陈桂彬和妻子伍军是这里的常客。由于子女
在外地工作，每天的一日三餐成了他们的实际难题。“外面
的餐馆食品安全不放心，自己做饭又麻烦。”得知社区要开
设助老餐厅，老两口无比期盼。如今，“岁月厨香”社区助老
餐厅成了他们的放心食堂。每天中午，他们都会准时前来用
餐。陈大爷说：“这里的饭菜可口、干净卫生、价格公道、服务
周到，让我们从繁杂的家务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多时间发展
自己的爱好。”

据和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凤介绍，“岁月厨
香”社区助老餐厅是养老服务中心的一个服务模块，餐厅以
自助餐供餐模式为主，60岁以上的老人12元，其他人20
元。同时，成华区对散居特困、低保家庭老年人，每人每天提
供两餐最高12元的补贴，对低保边缘家庭老年人和80-99

岁的老年人每人每天补贴3元。“每样菜都是轮番现炒，只
要不浪费，可以随便吃！”陈凤称，餐厅还通过开展“包子买
四赠一”以及高龄老人凭爱心卡免费领取早餐的公益活动，
帮助老人解决早餐难题。

记者从成华区民政局获悉，从2019年开始，成华区按
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公益导向”的原则，全面
启动了老年助餐服务工作，并依托现有的养老服务设施、公
服配套设施、社会餐饮企业进行实施。成华区民政局养老科
科长游勇表示，经过五年的提档升级，成华区打造了区级助
餐品牌“岁月厨香”。目前全区正常运营的助餐点位共有56
家，今年年底将增至71个，基本实现社区全覆盖，有效地解
决了老年人的吃饭难题。

不仅在成都，全国各地“家门口”老年助餐服务正蔚然
成风，涌现了众多热门老年助餐品牌。广东中山市推出“香
山长者饭堂”，凭借多样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结合地方
特色，每天供应6—8种菜品及茶果、面食等，赢得老人好
评；北京海淀区的“海淀食堂”环境雅致，菜品丰富，价格实
惠，成为了“全龄友好”餐厅；河南郑州市的数字化智能社区
饭堂“妈妈餐厅”，以实惠价格和智能称重收款等科技赋能，
吸引众多老人光顾……这些助餐服务不仅让老人吃得健康
放心，更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

/ 做 法 /
灵活多样的助餐服务传递民生温度

热气腾腾的包子、松软可口的馒头、花卷、糖三角……每
周二、周四，山东威海祥台社区公益厨房里都会格外热闹。
这两天，志愿者们都会准点来到公益厨房制作“爱心午餐”。

公益厨房是祥台社区在老年助餐服务领域的另一种有
益探索。祥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车春燕介绍，祥
台社区由旧村改造而来，辖区内老人较多，买菜做饭成为现

实难题。为了助力社区养老，祥台社区2019年与爱心企业
携手启动了“美”周“益”厨公益厨房项目，通过组织志愿者
每周二、周四制作馒头、包子等面食，为困难群众和孤寡老
人等提供“爱心午餐”，并对行动不便的群体开展免费送餐
服务。目前，公益厨房已服务辖区老人3000余人次。车春燕
称，不同于传统的餐饮外包方式，公益厨房从甄选食材到制
作加工再到送餐上门，都是志愿者全程参与，确保了食品的
干净卫生，让老人吃得舒心、放心。

除了公益厨房志愿服务赋能老年助餐模式外，各地还涌
现出了一批灵活多样、成效显著的老年助餐服务模式，不仅
惠及城市社区，也深入农村地区，确保老年人“用餐无忧”。

“红烧排骨10元，干烧鳕鱼7元……”江苏省徐州市云龙
区彭城街道建南社区的老年助餐点，每日都会及时公示菜品
及价格，吸引众多市民就餐，丰富多样的菜品深受老年人喜
爱。徐州市已有400余个类似助餐点，采用“老年中央厨房+
助餐点”模式，构建密集助餐网络，中央厨房智能化管理，全
程把控食材采购、加工配送，确保食品安全与营养口感。全城
社区助餐点多样化满足老年人就餐需求，无论堂食、外带或
送餐上门均便捷可行，为老年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南京市引入社会餐饮企业参与老年助餐，利用品牌影
响力与烹饪经验打造优惠套餐与特色菜品，线上预订提升
服务便捷性与专业化。上海市的“智慧老年助餐平台”通过
APP与公众号实现订餐、支付与智能推荐，结合智能调度优
化送餐，让老年人享受便捷服务。浙江安吉县余村的供销共
享食堂，提供质优价廉三餐，解决农村老年人吃饭难题，成
为养老服务亮点……

从城市到农村，政府、社会与市场协同探索“中央厨房+
专业配送”“社会餐饮+委托服务”“社区食堂+老年餐桌”“线
上平台订餐+线下送餐”“餐桌+课桌”等创新模式，构建起覆
盖广泛、便捷实惠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解决了老年人用餐
困难，也促进了社区和谐与养老服务体系完善。（下转A2版）

金秋全民健康跑
激情开跑

10 月 26 日，山西省晋中市
“怡然见晋中·悦跑秋风里”2024
年全民健康跑挑战赛暨职工欢
乐跑比赛在该市榆次区潇河湿
地公园内鸣枪开跑，来自河北、
山东、新疆、宁夏等 15 个省、市、
自治区以及山西省 11 个地市的
3000余名跑步爱好者激情角逐，
享受健康跑带来的快乐。本场赛
事设 10.9km 健康跑和 5km 欢乐
跑两个项目，旨在通过举办系列
赛事活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图为比
赛现场。 李现俊摄

大力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工作
江西建成191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

本报讯（卞晔）近日，笔者从省人大常委会获悉：近年
来，江西省大力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工作，全省建成城
市老年助餐点1917个，持续提供助餐服务的农村互助养
老服务设施5534个，日供餐服务老年人近20万人次，并利
用腾退的农村小学等资源在全省建成“一老一小幸福院”
近600个。

江西省不断完善养老设施网络布局，坚持因地制宜在城
市设置社区养老点位，整合各类资源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院
446家，增加床位1.8万余张，建成日间照料中心4458个、覆
盖95%的城市社区，为老年人提供长期托养、短期照护、日间
照料等服务。乡村地区，在八成以上行政村建有颐养之家的基
础上，着力打造农村养老关爱服务升级版，深入推进“一老一
小幸福院”建设，建成区域性中心敬老院377家。

此外，聚焦群众需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内容也日益
丰富。江西省坚持可持续原则，在老年人口集中、助餐需
求多的地方布点，推行幸福食堂、老年助餐点、“中央厨
房+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助餐”等老年助餐模式。针对
经济困难的失能或部分失能老年人，全省各地建设家庭
养老床位2.3万余张，完成6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
家适老化改造，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确定的目标。同
时，各地积极推进社区居家医养结合，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2023年，全省组建家庭医生团队1.74万个，签约老
年人456.16万名，签约率81.34%。

目前，全省正按照“配建一批、补改一批、转型一批、
嵌入一批”的原则，多渠道增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场地，
新建居住区配建养老设施达标率从2018年的31.2%上升
到2023年的100%。2023年，全省新竣工的231个居住区
配建养老服务设施总建筑面积达13.57万平方米。

“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弹响一架钢琴，都可以用
演奏抒发自己的情感。”据报道，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共
钢琴”或者叫“公益钢琴”“共享钢琴”，出现在街头巷尾，
出现在车站、商场甚至医院的门诊大厅，这些钢琴向所有
人公平地敞开怀抱，不收取费用、不设置门槛，每个人都
可以坐下来弹奏一曲。

编辑点评：说起公益钢琴，不禁让人想到建筑工人易
群林，去年他因在深圳华强北弹奏公益钢琴意外走红，不
仅登上深圳光明区文化艺术中心的舞台，还受邀到北京
在直播现场观看央视春晚。公益钢琴让易群林等人的爱
好被更多人看见，也让一些普通人意识到，生活不止眼前
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由此开始坚持自己的热爱。

长期以来，“乐器之王”钢琴被视为高雅艺术的代表，
故鲜少见到普通人坐在钢琴面前飞舞手指。如今，越来越
多的公益钢琴出现在公共场所不收取费用，只要能弹奏，
不管职业是啥、年龄多大、技艺如何，都可一显身手。

公益钢琴的增多，是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更加便捷多
元、让人民群众享受更优质文化服务的体现。随着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他们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
期待越来越强烈，期待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种类和载体
在公共场所涌现。

公益钢琴增多
“奏”出城市温情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事迹，一位位令人敬仰的先进典型，
一句句声情并茂的讲述……10月28日下午，成都大学学生
活动中心气氛热烈、座无虚席，“德耀巴蜀 榜样力量”四川
省礼赞先进典型巡演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演出在这里举
行。活动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成都市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四川广播电视报承办。

演出在诗朗诵《久华其光》中拉开序幕。该节目以全国
公安系统一级英模、“中国好人”、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蒋久
华的感人事迹为原型，深情讲述了这位英勇无畏的民警为
保护战友不幸牺牲的事迹。观众被深深打动，以雷鸣般的掌
声对蒋久华的英雄事迹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怎么会有人不怕困难？但让人奔跑的不是双腿，而是
梦想。”活动现场，由成都市选送的原创情景剧《爱在蓉城》
再次感动全场。《爱在蓉城》以成都市道德模范、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放射科-临床磁共振研究中心博士后赵倩楠为原型，
再现了她时值花季罹患胸椎血管瘤导致截瘫，仍坚守医学
梦想，以不懈努力守护梦想的故事。情景剧中，轮椅上的赵
倩楠和10多年前健康的自己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让人动容，更令人鼓舞。

音乐快板《挚手回天》则生动展现了遂宁市大英县回马

镇文武村村民冉体兰从大货车车轮下舍身救出2岁幼童的
英勇事迹。冉体兰虽然失去了左臂，但她的英勇行为却赢得
了全国人民的赞誉，获评“中国好人”“全国见义勇为勇士”
等称号。冉体兰作为特邀嘉宾来到现场。她感慨地说：“我没
有想过我的故事会被搬上舞台，以这样的艺术形式呈现，我
觉得非常好，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把这份爱与勇气继续传
递下去。”

小品《一双白袜子》以其贴近生活、真实感人的故事，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节目以广安市前锋区志愿者协
会名誉会长李相玲为原型，通过细腻的表演，展现了她关爱
留守儿童、贫困儿童，传递温暖爱心的感人故事。

情景剧《我们的约定》则讲述了普通教师韩天学的感人
故事。他用臂膀撑起家庭重担，用一颗孝心照亮父亲余生，
成为父亲的“双眼”和“拐杖”。

诗朗诵《两座山》以其深情的文字和感人的朗诵，展现
了“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廖占富、张兴琼夫妇在大巴山深处
两所隔山相望的小学执教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分离和坚
守，守住了大巴山深处孩子的未来。

…………
演出通过情景剧、小品、歌曲、诗朗诵、快板等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艺形式，生动展示了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台下，成
都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大一学生任爱佳眼含热泪说：“这些
榜样的故事很感人，原来在我们身边有这么多默默付出的
人，他们像一盏盏明灯指引着我们新时代青年前行的方向。”

“好人就在身边，温暖无处不在。因为有你，感动永远常
在……”首场演出在歌舞《感动》中落下帷幕。接下来，巡演
活动还将走进眉山、绵阳、遂宁、南充、巴中等地，深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学校、企事业单位、社区等进行演
出，让身边人演绎身边事，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更多人
崇尚先进、学习好人、争当模范，进一步营造崇德向善、见贤
思齐的浓厚社会氛围。

四川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川省礼赞先进典型
巡演活动不仅展示了四川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感人事迹
和崇高精神，也进一步推动了全省公民道德建设工作的深
入开展。近年来，四川省高度重视先进典型选树学习宣传，
在各行业、各领域广泛开展各级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选树
学习宣传活动，多年来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
者79人，595人荣登“中国好人”榜，评选出四川省道德模范
340人、“四川好人”3488人，有力推进了全省公民道德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