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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至味，不过一碗安乐茶饭。
对于生活不便的老人来说，每天吃上
热乎饭，价钱还能承受得起，就是一种
幸福。

近年来，魏都区民政局大力推进
政府购买、居家和社区养老助餐服务
试点工作，依托专业的养老机构、有条
件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按照

“政府补贴、企业让利、老人受益”的原
则，为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助餐服
务，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养老助餐
让老人不再为吃饭发愁

9 月 4 日 7 时许，家住百瑞泓城小
区的孙金焕老人，拿着饭盒准时来到
西关街道办事处建安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买饭。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
把包子、鸡蛋、粥打包好后，双手递给
孙金焕。“清淡、软和，合老人的胃口。”
这是孙金焕对这里饭菜的评价。

孙金焕今年 72 岁，老伴儿患有严
重 的 帕 金 森 综 合 征 ，常 年 卧 床 不 起 。

她每天照顾老伴儿累得精疲力竭，做
饭对她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老两
口儿经常早上做一顿饭，中午、晚上把
剩饭热一下充饥。

去年年底，魏都区开始提供养老
助 餐 服 务 ，孙 金 焕 毫 不 犹 豫 地 报 了
名。现在，她不用买菜、做饭，省了不
少力。这里的饭菜非常便宜，让她感
到非常暖心。“社区有这样一个助餐点
真是太贴心了，解决了我们的吃饭问
题。”孙金焕感激地说。

“重点是营养、安全，当天制作，确
保新鲜。”建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负责人介绍，这里的早餐 2 元、午餐
5—8 元、晚餐 2.5 元，每天的菜品不同，
既实惠又营养，老人们非常满意。8 月
10 日助餐点恢复营业以来，平均每天
有 50 多位老人在这里用餐。

据介绍，魏都区共开设了 7 个助餐
点。它们分别位于建安社区、七一社
区、许继社区、文峰社区、南关社区、裴
山庙社区和新村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北在建安大道，南在许由路，东

在毓秀路，西在向阳路，中在七一路，
覆盖核心城区的老人。

创新服务
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祁 文 山 老 两 口 儿 今 年 都 已 80 多
岁，家住六九一一厂家属院。老两口
儿 腿 脚 不 便 ， 加 上 没 有 电 梯 ， 下 楼
去 老 年 人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吃 饭 成 了 问
题。

如 今 ，这 个 难 题 已 经 得 到 解 决 。
建 安 社 区 老 年 人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不 仅
提供助餐服务，而且上门送饭。“当我
们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到老人家中时，
老人眼含热泪，连声说谢谢。我们看
到这一幕，坚定了做好助餐服务的决
心，不能让老人连热饭都吃不上。”建
安 社 区 老 年 人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负 责 人
说。

这是魏都区民政局在完善民生服
务、社区功能方面的新探索。让老人
吃上热乎饭只是其中一方面，魏都区
还大力探索“医养结合”“文化养老”，

让老人安享晚年。
南关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就

是其中一个典型。该中心与许昌仁和
骨伤医院合作，免费为社区居民提供
理疗服务、精神卫生健康教育和残疾
预防宣传教育等。此外，南关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还从老人的实际需
求出发，开展书画、手工、唱歌等活
动，让老人参与其中，真正做到让老
人“走出来、动起来、学起来”，老
有所乐，老有所依。

幸福，挂在脸上，甜在心里。南关
社区的老人吃完饭，很多不愿意回家，
而是在这里说话、看电视，笑容洋溢在
脸上。

民生关键事，得失寸心知。魏都
区民政局负责人表示，魏都区将继续
探索智慧养老模式，用智能化手段指
导助餐服务资源合理配置，做优“舌
尖 养 老 ”， 让 高 质 量 服 务 暖 胃 、 暖
心。同时，该局希望更多的老人参与
进来，早日享受助餐服务。

养老助餐 让老人乐享“舌尖上的幸福”
许昌日报记者 朱兆浩

□ 记者王志鹏 通讯员 田红伟

9 月 7 日，鄢陵县望田镇黄家村，47
岁的黄新庄在一间颇为简陋的办公室
内，认真地看着手中一本名为《高效养
兔》的书。听到外边有人喊他，他放下
书，快步向外走去。

距离办公室不远，就是他养殖兔子
的大棚。进入大棚后，黄新庄打开兔笼
下边的黑色箱子，查看有没有刚出生的
小兔子。

“第一批兔子快出笼了，最近一段时
间比较忙。”黄新庄忙完手头的工作笑呵
呵地说。

“新庄开办这个兔子养殖场之前，他
家的房子在俺村是最差的。”鄢陵县望田
镇黄家村党支部书记黄运红说。黄新庄
是个头脑灵活、非常有干劲儿的人，二十
出头儿就跑到新疆打工。之所以跑那么
远，是因为新疆的工资高一些。

2010 年左右，因父母身体不好和孩
子要上学，黄新庄从新疆回到了家。为
了提升生活水平，黄新庄开始做小生意，
卖过水果、小食品，不忙的时候在附近打
工。可是，不知啥原因，他每次做小生意
都以失败告终。家里的生活水平不仅没
有提高，反而每况愈下。

“俺村条件差不多的人家，房子都翻
新过了，新庄家的房子还漏雨哩！”黄运
红说，为了防止漏雨，黄新庄只能用塑料
布把房顶盖住。

2017 年，经过“四议两公开”，黄新
庄被确定为黄家村的贫困户。随之而来
的是一项项精准扶贫政策。

黄新庄一家享受低保，孩子上学有
教育扶贫政策，父母看病有医疗扶贫政
策。村里代缴养老保险，加上金融分红，
全家人的生活彻底有了保障。

“新庄有一个长处，那就是‘不等、不
靠、不要’。”黄运红说，虽然成为贫困户，
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但是黄新庄没有“躺
着”享受政策。他家的房屋面积超过危
房改造标准，因此无法享受扶贫政策支
持。黄新庄和妻子勤奋打工、努力挣钱，
最终凭借努力把房子翻新。

2018 年成功脱贫之后，黄新庄开始
琢磨如何才能走上致富路。

“其实我一直想养兔子，不过苦于没
有资金，没办法干。”黄新庄说，他之前曾
在 家 少 量 地 养 殖 兔 子 ，积 累 了 一 些 经

验。后来，黄新庄到漯河的大型兔子养
殖场当过技术员，可以说对于养殖兔子
非常在行。

为啥养兔子？黄新庄给记者算了笔
账：单只兔子的价值与单头牛、单只羊相
比差很多，但是兔子的生长速度快、繁殖
能力强，从小兔子出生到出笼，一般只需
要 2 个月左右；成年兔子一个月生一窝
小兔子，每窝 10 至 15 只。因此，兔子的
养殖周期比较短，资金周转的周期也短
很多。

“我把想法和村支书说了，他可是
给我帮了大忙。”黄新庄感激地说。为
了帮黄新庄完成心愿，黄运红四处找信
息、找门路，帮助他摸行情、选兔种，同
时 积 极 帮 助 黄 新 庄 申 请 扶 贫 小 额 贷
款。最终，黄新庄选择了肉皮兼用的伊
拉肉兔，并成功申请到 9 万元扶贫小额
贷款。

今年 5 月，黄新庄的养兔场终于建
成，他首批购买了 720 只兔种。经过几

个月的精心养殖，第一批出笼的兔子将
超过 3500 只。

黄新庄说，受疫情影响，好多养殖户
都没有干。由于供应量减少，最近，兔子
肉和皮的价格都在上涨，他的第一批兔
子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新庄，挣了钱可不能光顾自己啊！”
黄运红笑着对黄新庄说。

“你放心，我不是不知道感恩的人。”
黄新庄说，没有扶贫政策和扶贫干部的
帮扶，他不可能脱贫，更不可能把养兔场
建起来。现在，在养兔场工作的全部是
家里人。将来他的养兔场扩大规模了，
他一定会聘用村里的贫困户到养兔场工
作，带领贫困户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中啊，新庄！有干劲儿，知道回报
社会，我可等着你成为咱村的致富带头
人哩！”黄运红满脸笑容地说。

“我一定开足马力好好干。”黄新庄
坚定地说。

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
入选“百年百部”计划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9 月 7
日，记者从市文化部门获悉，豫剧

《倒霉大叔的婚事》入选文化和旅
游部“百年百部”创作计划。

为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文化和旅游部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10 月 实 施“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舞 台 艺 术 创 作 工
程 ”。 该 工 程 的 重 点 是“ 百 年 百
部 ”创 作 计 划 ，即 在 全 国 遴 选 100
部 优 秀 舞 台 艺 术 作 品 进 行 重 点 创
作扶持，遴选 100 部已经受到时间
和 人 民 检 验 的 优 秀 舞 台 艺 术 作 品
进 行 重 点 打 磨 、提 升 ，遴 选 100 部
小 型 作 品 进 行 重 点 创 作 扶 持 。 我
市 向 河 南 省 文 旅 厅 申 报 了 新 创 剧
目《驻 村 第 一 书 记》、传 统 精 品 剧
目《倒 霉 大 叔 的 婚 事》、小 型 作 品

《热 土》。 省 文 旅 厅 经 过 研 究 ，最
终将我市优秀剧目《倒霉大叔的婚
事》作 为“ 百 年 百 部 ”传 统 精 品 上
报文化和旅游部。

豫 剧《倒 霉 大 叔 的 婚 事》由 我
市 著 名 剧 作 家 齐 飞 创 作 。 1984
年，该剧从构思到初稿完成，只用
了 不 到 半 个 月 时 间 ，随 后 边 演 边
改，先后七易其稿，最终成为一部
享誉大江南北的戏剧经典。《倒霉
大叔的婚事》通过讲述农民常有福
的故事，把中原农村清平湾的生活
与时代大背景糅合在一起，表现了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 农 村 发
生的深刻变化。1984 年，《倒霉大
叔的婚事》被搬上舞台，深受广大
观众欢迎和喜爱，主演任宏恩、汤
玉英、艾立在许昌家喻户晓。1986
年 ，《倒 霉 大 叔 的 婚 事》进 京 演 出
并获得巨大成功，受到著名作家李
準、戏剧大家吴祖光及评剧表演艺
术 家 新 凤 霞 等 的 高 度 评 价 。 1987
年，《倒霉大叔的婚事》的剧本，同
名戏曲电影、电视剧几乎同时在全
国获奖：电视剧获全国戏曲电视剧

“ 长 城 杯 ”一 等 奖 ，电 影 获 全 国 优
秀 戏 曲 影 片 奖（政 府 奖），剧 本 获
全国第四届优秀剧本奖、曹禺戏剧
文 学 奖 。 30 多 年 来 ，该 剧 在 全 国
常 演 不 衰 ，成 为 继 豫 剧《朝 阳 沟》
之 后 我 国 戏 曲 界 又 一 部 里 程 碑 式
的作品。

“兔司令”的致富经

黄新庄在兔棚内。 记者王志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