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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民，男，1972年出生，西马
小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杨建民的父亲患有多种老年
病，常年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
理。十几年如一日，杨建民细心
服侍在父亲身旁，喂水、喂饭、擦
身……一天给父亲换洗两三次衣
物和床上用品是常有的事。每天
饭前吃什么药，饭后吃什么药，杨
建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父亲
患有哮喘，杨建民不分昼夜地守
护在父亲身边，有时候夜里听见
父亲喘得厉害，他就会立刻起床
帮他拍背顺气，直到父亲舒服了
他才敢睡下。2022 年 11 月，杨建
民被街道任命为西马小区社区书
记，白天忙于基层工作，晚上又要
陪伴患病的父亲，经常是每天休
息不足三个小时。
“古人讲：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现在他们老了，我们做子女
的要拿一百倍的孝敬来报答父母
才对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杨建

民的眼神温柔且坚定。
2023年 12月父亲离开了，将父

亲的骨灰安放妥当之后，杨建民在
墓碑前双膝跪拜磕头，并洒上一盅
白酒。最后，杨建民用白巾与衣服
仔细擦拭大理石墓碑，里里外外擦
得一尘不染。

办完父亲的丧事，杨建民于当
晚5点又回到工作岗位，顺利解决
了两个居民诉求后，才拖着伤心疲
惫的身体回家。

久病床前有孝子，杨建民十几
年如一日细心照顾卧床父亲，用坚
强的内心和双手撑起了整个家，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孝老爱亲的真正
含义。

一声“父亲”千钧重，一诺千金
感人至深，社区居民、同事了解到
杨建民的感人事迹后纷纷表示，要
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加注重孝老爱
亲，延续家的温暖，同时也要脚踏
实地，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帮
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好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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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瑶 通讯员 陈羿菲）“一日
三餐”是关系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小事”，也
是大多数家庭面临最迫切的“养老难题”。
“丰台区不断完善养老助餐服务网络，扩大

养老助餐供给，切实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热
气腾腾的‘暖心饭’。”丰台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设养老助餐点 263
个，其中养老机构 38个、社区（村）养老服务驿
站 98个、社会餐饮企业 104个、老年餐桌 16个、
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军休食堂）7个，服务超
过 400余个社区（村），实现 26个街镇养老助餐
服务全覆盖。”

“家门口的食堂”开业啦

“养老助餐点终于开到家门口了，每天下个
楼就能吃上热乎饭。饭菜好吃又卫生，量大管
饱，比外卖划算！”家住西罗园街道角门东里的
张大爷一边吃着肉饼，一边向记者说道。尹记
门钉肉饼（角门店）是西罗园街道推广的第 21
家养老助餐点，近 230平方米的敞亮环境，80个
就餐位，中午 12点，大厅内便已坐满了附近前
来用餐的老年人。 

以普通套餐为例，一碗棒碴粥、3个门钉
肉饼、凉菜拼盘总价 24元，出示全市统一的
养老助残卡，商家则在 24元的基础上进行打
折，一份荤素搭配的健康午餐仅需 19元。刚
刚在助餐点购买午餐的徐万金告诉记者：“家
里只有我和老伴儿两口人，做多了怕剩下，做

少了又担心营养不均衡，以后这个助餐点就
是我们的家门口小食堂，顿顿都能吃到不重
样的新鲜饭菜！”
“在餐食形式上，不同的养老助餐点选择不

同，但是都有一荤一素、两荤一素、两荤两素及
小炒等受欢迎的品类，居民可通过现金、手机、
养老助残卡支付。”西罗园街道相关负责人樊晓
凤拿着新鲜设计出炉的西罗园街道养老机构
（含驿站、助餐点）一览表向记者介绍。一览表
中清晰地标注着服务商名称、可辐射社区、营业
餐次、订餐电话、地址、优惠政策等，“为不断满
足老年人多样的就餐需求，助餐点还会经常‘上
新’一些新品和时令食品，为老年人营造满满的
‘仪式感’。”樊晓凤说。

一心一意办“食”事

据悉，自去年 7月 1日起，丰台区养老助餐
服务全面升级，实现养老助餐“一码通办”，进
一步优化助餐服务单位管理和老年人就餐流
程。将仅支持刷养老助残卡消费的单一支付
模式，升级为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就餐老人可
以直接通过微信扫码的方式完成身份识别和
支付，增强老年人用餐便利性的同时，减轻养
老助餐点的工作量，提高养老助餐效率和服务
质量。
“我们绘制了丰台区长者美食地图，全面展

示了全区养老助餐点，能够帮助老年人迅速了
解身边的养老助餐点位分布，根据个人需求，精

准匹配到附近的助餐服务点。”区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说。

随着助餐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服务覆盖面
不断扩大，丰台区已初步建成 15分钟助餐服务
网络，通过微信公众号“丰台民政”中的“养老助
餐点名录”即可找到附近的养老助餐点。值得
一提的是，各街道还因地制宜创新了各自的服
务小程序。
“通过‘易点通’小程序，老人及其家属不仅

可以方便地查看到每个助餐点一周的餐谱，还
支持在线远程下单，享受餐食直接配送到家服
务，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樊晓凤说。“易点通”就是西罗园街道围绕“七
助”服务打造的居家养老服务平台，除了可以解
决就餐问题外，居家养老所需要的服务都可以
通过该平台进行服务预约。
“小饭碗”里装着“大民生”，助餐是所有养

老服务中最大量、最共同、最迫切的需求，也是
最受老人欢迎的服务。下一步，丰台区还将结
合地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军休食堂、少数
民族风味餐厅、社区老年餐厅等，发展建设具有
区域特色、符合老年人就餐需求的养老助餐点，
持续丰富老年餐服务供给，做优“银发丰餐”养
老助餐品牌。

呵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不仅事关民生
福祉，也是养老产业发展的新“赛道”，需要织密
布局均衡、方便可及的养老助餐服务网，让更多
老年人可以从“养老”变“享老”。

丰台长者美食地图再扩容
养老助餐点增至26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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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杜倩）在宛平街
道，执法队副队长米剑被同事们亲切地
称为“米姐”，居民们将她视为“暖心城
管”。30多岁的她，以柔性的执法方
式、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真挚的为民情
怀，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坚
守。近日，她荣获住房城乡建设部
2024年度巩固深化“强基础、转作风、
树形象”专项行动表现突出个人称号，
成为基层执法队伍中的一面旗帜。

队员受伤，她冒雨上门探望，主动
分担工作；新人入职，她手把手带人走
街串巷，化解陌生与焦虑。“队伍要像一
家人，心齐才能干成事。”她常挂嘴边的
话，让执法队拧成一股绳。辖区居民提
起她，总竖起大拇指：“米姐办事讲方
法，更讲人情！” 

执法办案，她以“较真”守护公平。
深夜接到垃圾撒漏举报，她连夜调取监
控，带着队员逐帧排查数百小时录像，
锁定嫌疑车辆后连续蹲守三天，最终联
动多部门取缔违规出租大院。面对占
道经营“钉子户”，她一周上门十几次，
既讲法规又帮商户规划摊位，最终以理
服人。“执法不是一罚了之，而是切实解
决群众问题。”她的韧劲让难题迎刃而
解，更让违法者心服口服。

普法路上，她以创新点亮人心。劝
离高压线下垂钓老人时，她翻出事故照
片，触目惊心的案例让老人主动收杆；
进社区宣传，她搬来电动车模拟占道场
景，让居民亲身体验乱停后果。每月联
合多部门开展的“普法课堂”，她用“小
故事”讲透“大道理”，宣传单上新增的
案例图示让风险一目了然。

如今，宛平街巷整洁了，邻里纠
纷少了。米剑的记事本里写满待办
事项，也写满了她对这座城的深情。
“倾心接诉求、倾情去普法、倾力干工
作”，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份承
诺。米剑时刻不忘初心使命，执法为民，履职
尽责，用实际工作维护辖区环境秩序，服务百
姓生活，为建设宜居宛平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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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志愿者为新苗
“安家落户”

本报讯（通讯员 宁婷婷）日前，西铁营村组
织辖区志愿者，开展了以“共植希望之树，同筑
绿色家园”为主题的植树活动。

当天上午，阳光明媚，微风轻拂。工作人员
早早地准备好了充足的树苗和植树工具，青少
年志愿者们也早早来到植树地点，热情高涨、干
劲十足。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三人成群、五人一组，
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的挥锹铲土，有的扶苗
填坑，有的提桶浇水，每一个环节都认真细致、
一丝不苟，现场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
象。与此同时，工作人员手持垃圾袋和夹子，仔
细清理草坪上的纸屑、塑料袋等垃圾，以实际行
动践行“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理念。

在整个活动中，工作人员还积极向周围群
众宣传环保知识，倡导大家树立“植绿、护绿、爱
绿”的生态文明意识，共同为改善生态环境贡献
力量。经过一上午的辛勤劳作，30余株新树苗
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草坪也变得干净整
洁，为村庄增添了一片新绿。

右安门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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