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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里成“乐所”聊天唱歌乐呵呵
市北区洛阳路街道创新养老模式 通过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 让社区老人快乐养老

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杨健 实习生 孙奕雯

人物故事
老有所为互帮互助更暖心

“有事慢慢说，天天我都在”，是海琴社
区的口号，正源自于过去夏玉波工作时发现
的社区服务盲点：居民大多在周末休息，而
社区的工作人员周末也休息，因此导致办事
很不方便。由此建立“365党员工作室”，不
分节假日，党员轮流值班为群众服务，实现
了“为民服务无空白”。从此，“365 党员工
作室”成了“不关门的居委会”，值班电话成
了家喻户晓的热线电话，工作室也从一个最
初的服务载体，成长为“青岛市首批党建品
牌”。

如今夏玉波即使退休，也仍然不闲着，
“我在这个社区住了四十年，和百姓都有了
感情，很热爱这里也知道百姓真正需要什
么。”前几年，她自掏腰包坚持为社区内的每
个孤寡高龄老人在生日时送上一包长寿面，
问候一声并和老人聊聊家常，问问有什么困
难。一年下来，走访了400多人。后来，社
区志愿者知道了，就帮她去送；爱心企业听
说了很受感动，主动承包了买挂面的钱。“一
包长寿面虽小，但能够让老人感受到自己被
关心和惦记，这才是最重要的，令老人们开
心和温暖的地方，是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关
爱之情。”夏玉波说，现在海琴社区一共有
400多名80岁以上老人，在他们生日那天，
一定会收到来自“乐所”的生日祝福——一
包长寿面。“乐所”的成立，是洛阳路街道始
终尊重、关心老年人，推动构建养老、孝老、
敬老社会环境的生动实践和有益探索。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乐所’成立初衷
就是充分挖掘社区内年龄不算太大的老年
人，鼓励他们照顾陪伴高龄孤寡、独居、空巢
和困难老人，加强老年人之间的养老互助。”
夏玉波说道，“谁都有老的一天、谁都有遇上
难事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就得有人拉他们一
把，更何况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夏玉波多年
来坚持在社区工作中付出真心，现在转而继
续在玉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大家服务。
记者前去采访时，不断有社区居民走进来想
和她“说一说”，夫妻打架、婆媳不和、邻里纠
纷，只要她知道了，就一定要处理、要化解。
这些年，经她调解的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难
以计数。

作为曾经的“全国最美社区人”“全国人
民调解能手”“山东省劳动模范”，夏玉波告
诉记者：“老百姓的事是我心中最大的事，为
此女儿都埋怨过我，也想让我搬到新家大房
子住，但我离不开这里。”在她看来，社区里那
些急切需要帮助的面容、那些感激的眼神、那
些深情的谢意……无不淋漓尽致地表现着人
们对社区工作、对党组织的真情厚意，一想到
这些，她的心里就充满了幸福感。

从一个人的力量，到一群人的力量；从一
个试点，到更大推广。洛阳路街道表示，基于
海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家庭站“乐所”试点
的成功探索，街道将及时提炼总结典型经验
和先进做法，加强宣传推广力度，号召其他社
区对标对表、比学赶超，并结合自身的特点和
条件，因地制宜，形成一批有特色易推广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家庭站样板。

“海悦邻里‘乐所’点，老
人齐聚喜洋洋，我来说一说，您
读书我看报，下棋唱歌互话家
常……”这样一曲自编自唱的
《乐所故事》，从洛阳路街道海
琴社区传出。

在街道支持和指导下，洛
阳路街道365海悦邻里中心共
成立了十个“乐所”，吸纳辖区
内的爱心企业、志愿者参与，通
过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的方
式，为社区老年朋友提供一个
相互学习、联络感情、融洽邻里
关系的平台。“乐所”成立一年
之际，记者现场探访，老人们表
达着在这个“家”的幸福快乐与
相互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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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所”的老人们与孩子一起读红色图书。

社区老人相聚“乐所”欢唱娱乐。

幸福养老

“乐所”乐什么？经常在十个“乐所”间忙得团团转的夏玉
波笑着说，“我们每个‘乐所’都吸纳了十几名老人组成骨干团
队，采取自愿组合的方式，分成学习型、娱乐型、手工型、聊天
型等不同兴趣爱好小组。”“没成立‘乐所’前，我们一般都在小
区广场上晒晒太阳，拉拉家常，现在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有了
倾诉对象，有了不同主题，还能学知识、长见识呢。”“平时只有我
和老伴儿在家，经常感到闷闷的，现在我有了‘乐所’可去，觉得
非常开心。”……“乐所”里老人们在说笑间尽享着相互陪伴、
关心、温暖的时光。

街道365海悦邻里中心为每个“乐所”配备了茶叶、纸巾、
口罩、消毒液、矿泉水等日常用品以及象棋、健身球等娱乐用
品。在“乐所”，老人们可以聊天、喝茶、看报、下棋、唱歌、跳
舞，让老年人走出家门就能找到“温暖之家”，实现老有所依、
服务到家、关爱到人、和睦相处、快乐相伴。“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这一年来，我们在‘乐所’开展的各种精彩活动，让它成为
老人们的另一个家，老人们都不再寂寞和空虚，都盼着来。前
段时间因为天气太热，怕老人们出来不方便，就发信息说先暂
停几周，结果老人们都不适应了，盼着赶紧再相聚，每天问‘什

么时候再开’。”夏玉波介绍。
自从去年“乐所”成立以来，在端午、中秋、重阳、春节等传

统节日期间，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老人们共聚一堂，
在欢声笑语中体味“我们的节日”温情；老党员带头讲政策讲
理论，在拉呱中把理论“讲明”、把形势“讲清”、把政策“讲透”，
居民心中的烦闷、邻里之间的纠葛往往也能一并化解……

“乐所”成立以来，已先后开展了笔会、品茶、老年人健康
讲座等活动30余场。“红色宣讲”“手工课堂”“劳动教育实践
课堂”“姐妹花调解”等多个志愿服务项目在家庭站“乐所”开
展得有声有色，受到欢迎。“乐所”还特别注重加强与中青年和
儿童之间的联系，“红娘乐所”发挥自身特长为爱心企业的青
年员工们牵线搭桥，积极开展青年联谊会，扩大“朋友圈”；“网
格乐所”的老人与幼儿园小朋友们共读红色图书，对孩子们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一老一小”其乐融融。

文明阵地火起来、志愿服务热起来、美德场景生动起来……
如同夏日的温度，眼下市北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正迸发出有质
感、有温度的蓬勃活力，通过“接地气”“冒热气”的生动实践转
化为居民可感知、可触及的新时代美德健康新生活。

“我们家60来个平方，客厅比较大，就我一个人住，设成
‘乐所’，可以为邻居们提供一起乐呵的地方，我也不觉得冷
清。”提起自家“玉兰乐所”，纪玉兰脸上满是喜悦和幸福感。
在海琴社区担任30多年楼长的纪玉兰，平时就非常热心肠，
去年，当她得知，洛阳路街道365海悦邻里中心正在寻找“乐
所”时，便主动报名将自家设立成老人们娱乐活动的地方。在

“玉兰乐所”，每周纪玉兰都会为其他老人们精心准备好各种
瓜果、茶水和零食，他们十几名老人聚在一起，读报、听书，或
者老人们一起唱歌、下棋，每次活动都不重样。

洛阳路街道玉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夏玉波今年已
经72岁，五年前在海琴社区服务十几年正式退休后，她仍然没
有离开最亲近的社区居民，而是在街道支持和指导下，继续默
默为社区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体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怎样将一
个人的力量变成一群人的力量？夏玉波想到，不妨整合社区资
源，凝聚各方力量，拓宽服务内容，创办老年人互助养老的新阵

地，取名就叫“乐所”——一个收获快乐、乐享幸福晚年的场所。
“在‘乐所’的设立和选址上，不仅要征求老人们的意见，

还要进行周密考虑与研讨，比如楼层不能太高，否则老人们上
下楼不方便；场所最好能大一点，方便老人们在一起活动。”夏
玉波告诉记者，现在洛阳路街道365海悦邻里中心共成立了
十个“乐所”，其中有两个以社区网格服务站为阵地的“网格服
务站乐所”，一个以爱心单位命名的“吉祥乐所”，还有7个是
以老人名字命名的“乐所”，活动场地都是在老人的家中，通过
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的方式，开展学习时事新闻、养生保
健、科普常识等多方面的活动。

记者了解到，洛阳路街道综合考虑居民家庭周边情况，依
托客厅、书房、庭院、胡同等场所，探索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家
庭站，并通过举办家庭站挂牌启动仪式，让家庭站“挂牌亮身
份”，全面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今年拟计划再建5个“乐所”，
实现整个社区文明实践家庭站全覆盖。

现场探访 自家客厅变社区“乐所”

记者调查“快乐养老”树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