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徐县清泉湖社区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辖区有居民
住宅小区 4 个，常住居民 1445 户，人口 4673 人，其中有老
年居民 446 人，占总人口的 9.5%。如何服务老年居民，是
多年来社区工作的重要课题之一。此次被命名为全国示
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后，社区党委书记张婧表示，“荣誉是
鼓励，更是鞭策，为老服务永远在路上”。

生活环境安全舒适

采访中，几位老年居民均不约而同地提到，社区特别
关注老年人出行安全：每逢降雪，清泉湖社区的 2.1 平方公
里内，大大小小的道路，均能被及时地清扫干净。“对我们
老年人来说，道路雪不清除，外出步子都不敢迈大，害怕滑
倒。”居民李淑英说。

如何保障及时清扫？社区党委书记张婧介绍，社区所
辖的 4 个小区，3 个有物业公司管理，另一个没有，物业总
人数并不多，而社区干部和网格员人数也有限。她们的办
法是依靠党员，带动群众，形成志愿者队伍。

不仅是清理积雪，在维护小区环境卫生方面，清泉湖
社区毫不含糊。他们以创建文明城市为契机，以党建为引
领，发挥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和党员、团员的带头作用，成
立了 8个志愿小组，不定期清理老旧小区的公共卫生，打造
宜居社区。此外，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帮助下，社区还积极
利用惠民资金，不断改善小区的环境，因地制宜完善社区
公共服务功能，完成社区道路无障碍建设 13 处、老旧小区
改造等工程，加强社区道路设施、休憩设施等的维护。

采访中，记者在清泉湖社区所辖的清华苑一期和二
期看到，这里的文娱体育锻炼场所聚集了不少老年人，有
的打拳，有的晒太阳，其乐融融。张婧介绍，两处文娱体
育场广受欢迎，不论春夏秋冬，是居民必不可少的公共休
闲区。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清泉湖社区利用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老年活动中心等活动场所，定期组织健康
保健讲座、防电诈、禁毒等宣传活动；每逢三八妇女节、中
秋节、重阳节还会积极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为更多的老年
人提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让辖区的老
人们从出门走走到出门享受社区各种文体公共服务资源，
既扩大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更有效地提升了社区精神
文明建设水平。

走进社区活动室，由 40多位老年人组成的民乐文艺队，
正在紧张地排练着，总负责人是 70多岁的王冬梅。老人高
兴地介绍，她们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好几年，如今可以演奏
数十支曲目，在清徐小有名气，甚至还去市里交流演出。

在社区，除这支民乐文艺队之外，还有诸如书法班级、
绘画班、舞蹈队等。

健康服务细致周到

清 泉 湖 社 区 还 联 合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定 期 为 老

年 人 提 供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到 目 前 为 止 ，为 245 位 老 人 签
约 家 庭 医 生 ，为 患 病 老 年 人 建 立 健 康 档 案 ，提 供 基 本 医
疗 、康 复 护 理 等 服 务 。 在 清 泉 湖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诊 所 ，诊
所 的 程 晓 莉 医 生 正 在 给 几 位 建 档 立 卡 的 老 年 人 打 电
话。程医生介绍，临近春节，食物更加丰盛，她要提示几
位 有 基 础 疾 病 的 老 年 人 ，节 日 期 间 也 要 注 意 饮 食 ，健 康
过节。

为更好地服务老年人，清泉湖社区还实行微网格管
理制度，共有 6 个微网格组成的 3 个网格片区，在小区单
元楼宇门口张贴社区网格长、网格员、居民楼长等公示信
息 ，方 便 居 民 在 有 困 难 、有 问 题 时 能 第 一 时 间 联 系 到 楼
长、网格员。当网格员接到老年人求助后，第一时间上报
社区，社区第一时间处置，形成了“老年人点单—社区派单
—党员、志愿者接单”的“三单”服务模式。清华苑一期的
网格员牛珍的“责任区”共有 560 多户、1200 多人，依靠这
个服务模式，责任区内的老年人在社区帮助下得到很好的
照料。

多年来，清泉湖社区在为老服务上，实实在在做到了
用心用力用情，事无巨细，凡是涉及老年人的问题，他们全
力帮助解决。张婧介绍，手机智能化，不少老年人不会使
用。他们要帮老年人完成社保资格认证、要防止老年人遭
遇手机诈骗，还要教老年人正确使用。

殊荣之下，清泉湖社区党委书记张婧并未沾沾自喜，
她深知，为老服务工作无止境，满足广大老年居民的需求，
社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 申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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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尖草坪区宇文河生态庄园，游客们逛庙会、赏民俗、品美食，欢欢喜喜过大年。 张昊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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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古 城 民 宿 赏 山 西 民 俗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太原要发挥好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自然禀赋独特的优势，建设在国内
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近两年，我市坚持“走出去”“引进
来”，积极宣传推介，太原文旅持续“出
圈”，吸引了一大波流量，赢得了广泛赞
誉 。 了 解 太 原 、喜 欢 太 原 的 人 越 来 越
多，到太原投资、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们要深入实施“文明守望工程”，
统筹文化遗存发掘、保护与利用，加快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建设，开展西山沿
线文物联合申遗。推进历史片区、历史
建筑、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等文化遗产活
化利用，支持革命旧址、博物馆、纪念馆
开展红色教育，建设凸显三晋文化、晋
阳文化、晋商文化、工业文化、醋文化等
极 具 城 市 文 化 特 色 的“ 博 物 馆 之 城 ”。
加快数字技术与文物保护利用融合发
展，推进文物资源数字化、文物管理信
息化、文物展示网络化。

文化是旅游的基本内涵，旅游是文
化体验和分享的重要形式。我们要讲
好太原故事，传播太原声音，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太原优秀文化资源，塑
造现代城市精神品格。创办、申办更多
国家级、国际级文化交流活动，提升城市
文化知名度。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文化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晋剧、
莲花落、太原锣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建设一批非遗活态博物馆、传承
培训基地和非遗小镇。引进和培育演
艺、音乐、影视、动漫、电竞、城市微度假
等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新兴文化业态。

旅游让文化走向远方，文化让旅游充满诗意。太原正
在优化完善“一环一带四板块”的旅游格局，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实施大景区战略，积极推动晋祠天龙山、龙山、太山、蒙山等
景区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推进太原植物园、晋商博物馆、太
原古县城等景区“创 A”“升 A”。完善全域旅游集散体系，优
化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配套服务，布局建设一批游客集
散中心和文旅商综合体，搭建智慧文旅综合服务平台，实现

“一图游龙城”“一机游龙城”。开发沉浸式体验型文旅消费
内容，拓展文创产品、旅游演艺等项目，拓展研学、康养、温
泉、中医养生等新兴业态，持续增加旅游产品供给。

文化与旅游相生共兴，相辅相成。我们要保护好、利
用好自然资源、厚重历史、红色基因、多彩文化，擦亮“唐
风晋韵·锦绣太原”文旅品牌，让太原这座城市满载诗意、
走向远方。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之清泉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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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太原古县城流光溢彩，舞龙、舞狮、晋源
三三叉、晋阳风火流星等民俗表演应接不暇。逛累了，
寻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宅院，再沉浸式感受一把浓浓
的山西年味儿。春节期间，住民宿、赏民俗，成为过年
新方式。

夕阳西下，从河北省石家庄市自驾而来的杨先生
一家 5 口由延西门入城。一进城，大型花神彩灯组迎
面而来，一家人驻足观赏，热闹的节日氛围把旅程的困
乏扫了个一干二净。

沿着青砖路，走至悬挂着红灯笼的宅院前，这是他
们提前预订的民宿“泰·桃源”。推门入内，院内又“隐
藏”了一所所小院，曲径通幽，隔断了喧嚣。古朴木门、
飞檐斗拱，古风与现代感兼备，使人沉醉。院内，集餐
厅、休闲娱乐室、水吧书吧、功夫茶室于一体的共享空
间功能齐全。

安置好行李，一家人迫不及待走出民宿，汇入熙熙
攘攘的人潮。“好！好！”伴着阵阵喝彩声，舞龙、舞狮表
演正轮番上阵，令人大饱眼福。夜幕降临，来到南广
场，非遗节目晋阳风火流星正在表演。早就听说过这
个融民间杂技与中华武术为一体的民间社火，杨先生
和家人还是被现场效果深深震撼，拿出手机拍了又
拍。表演者熟练挥舞，绳子两端的铁笼在空中由慢到
快旋转，火花四溅，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边耍流星，

一边表演行、站、坐、卧、翻滚等高难度动作，观众既惊
又喜。

逛累了，到东街的羊汤馆，喝碗地道的太原羊汤，
配块酥软的饼子，微微出汗，驱走一身寒气。“太好喝
了！”杨先生 9岁的儿子嚼着最后一片羊肉，意犹未尽。

晚上 8 时 30 分，烟花秀开始，火树银花、漫天璀
璨，浪漫又美丽。“大家都去哈尔滨，我们来山西。来之
前精挑细选，看到太原古县城民俗活动丰富，决定住在
这里。”来自哈尔滨的田女士一家逛累了回到民宿的茶
室休憩。丈夫是大学教授，酷爱古建筑，在院里慢悠悠
踱着步，感受山西民居的独特，“不愧‘凤凰城’的美誉，
刚才在城内走了一圈，历史建筑很多，十字街格局清
晰，街巷肌理丰富，民风民俗浓郁，有意境，不虚此行！”
至于早先担心的会不会受冻，“屋子里有暖气、有空调，
暖和极了。住得带劲、玩得开心！”

太原龙投云际文化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春节期间这里活动丰富，引来四面八方的客人。
目前，民宿开放了泰·桃源、福·晓月、福·兰庭、福·庭
舍、昌·晋源 5 个院落。随着出行游客增多，已是一房
难求，“有京津冀等地游客，有来自江浙和广东的客人，
也有本地人选择在民宿体验古城生活”。

“一城看山西，一街五千年。”住古城民宿、赏山西
民俗，年味儿在传承中创新。 记者 侯慧琴

本 报 讯 春 节 是 全 家 团 圆 的 日
子 。 市 民 要 做 好 食 品 卫 生 防 护 和 行 程
安全，健康过大年。

饮食节制 莫要贪杯

春节期间，大家忙于各种聚会，吃得
多运动少，易诱发消化系统方面的疾病。
因此，市民要合理饮食，注重荤素搭配，避
免油腻，切忌过量食用生冷海鲜等，适当
吃些粗粮；烹调时，多选择蒸、煮、炖，少
用煎炸方式烹饪。此外，酒桌上切莫贪
杯，烈性酒最好不碰，啤酒、低度白酒等
也不要多饮。

劳逸结合 健康出行

今年，旅行过年正流行。出行前，应
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过度劳累；提前备好
晕车药、感冒药等常用药；乘坐飞机、火
车时，避免久坐不动；自驾出行时，连续
驾驶 2小时应休息一次。

放假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被打乱，熬
夜玩游戏、追剧，甚至通宵打牌。最好规律作息，注意休
息，尽量不熬夜。

注意安全 防止意外

走亲访友，小心宠物伤人。一旦被宠物猫狗咬伤，伤
口要用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清洗伤口至少 15 分钟，然

后再用碘酒或 75%酒精擦拭消毒，并
及时到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进行处置，
接种疫苗。

去逛庙会、看灯展，一定要注意安全，
避开人群拥挤的地方，防止意外受伤。

（魏 薇）

本报讯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为丰富群
众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春 节 期 间 万 柏 林 区 委 宣 传 部 举 办 了

“春潮涌动万柏林”系列活动，以“直播＋录播”的形式，
带人们“云游”中国煤炭博物馆、山西自然博物馆、山西
博物院。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山西博物院……”正月初一的直
播中，博物馆专业讲解员带领大家探索博物馆里的各色文
物。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视听化的呈现让博物馆里的

文物“活起来”，实现“馆中藏万物，博物以致远”价值，让群
众感受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年味儿更有内涵。

“我去过山西博物院，聆听专业解读，学到了更多知
识，了解了更多历史，非常有意义！”“我到新西兰已经十几
年了，但时刻牵挂着家乡。今天在朋友推荐下观看了直
播，感受山西地大物博，看到家乡巨变，解了我的乡愁！”两
个半小时的直播，“春潮涌动万柏林”抖音话题访问量达
332.7万次，获得大量好评。 （侯慧琴）

本报讯 春节期间，记者走访多个景
点发现，爱护环境的行为随处可见。很多
游客都会随身携带塑料袋，把果皮、零食
包装等垃圾主动装袋带走。

假日里，太原植物园、动物园、太原古
县城等景点都推出了喜庆活动，吸引了不

少游客前往。记者在太原植物园的停车场看到，一家三口逛
完准备离开。孩子边走边剥橘子，把剥完的橘子皮塞进了妈
妈手里的塑料袋内。袋子里装满了零食包装、香蕉皮、瓜子
皮。临走，妈妈把塑料袋扔进垃圾桶，才上车离开。

在文瀛公园，假日游玩、锻炼的人不少。记者观察发现，
不少小孩子的手里拿着零食。吃完的包装袋，并没有随手一
扔，要么蹦跳着自己去找垃圾桶，要么交给家长处理。

假日里，更多的市民养成了“自觉带走垃圾”的好习惯。
人走垃圾清，成了一道靓丽风景线。 （李 涛）

本报讯 2 月 8 日，在外学习工作 14 年，已在南京安
家立业的刘裕龙，与爱人一起来到朝阳二社区，向社区和
当年资助其上学的好心人表达了诚挚谢意和新春祝福。

刘裕龙的父亲患有精神一级残疾，他从小和爷爷奶
奶一起生活，家庭十分困难。生活的磨砺让他学习非常
刻苦，最终他考取了天津理工大学，可上学的学费成了难
题。爱心人士安俊慧从社区工作人员中得知此事，当即
表 示 愿 为 刘 裕 龙 提 供 大 学 4 年 学 费 ，让 其 安 心 完 成 学
业。此外，社区也向刘裕龙表示，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可以
和社区及时联系，社区会为他提供帮助。

在社区和安俊慧的帮助下，刘裕龙顺利读完大学，如今
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他在南京就业成家，过上安定的生活。

时隔 14 年，他带着爱人回到朝阳二社区，和社区工
作人员一起来到新西城购物广场董事长的办公室，向

“恩人”安俊慧表达谢意。 （郭晓华、刘苗苗）

本报讯 春节假期，亲友相聚一堂，餐桌上怎能少了丰盛
佳肴。在迎泽街道双塔西街二社区的倡议下，辖区餐饮店和
居民积极响应“光盘行动”，节约就餐、量力而“食”，理性消费
成新风尚。

2月 11日晚，春节假期第二天，市内餐饮店人气不减。位
于双塔西街的晋小福饭店，正值用餐高峰期。“先生，咱们是家
庭聚餐，建议选择我们的家庭套餐，按需点餐。”服务员提醒客
人按需点餐，避免浪费。包厢内，十几人的家庭聚会，餐桌上
盘子内的菜肴基本吃得干干净净。“现在，人们的消费都比较
理性，按需点餐，吃不完的会主动选择打包。”一名服务员说。

春节期间，餐馆和居民的节约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市
民自觉加入到行动中，已然成为新“食”尚。 （郭晓华、李白珍）

本报讯 春节假日，有市民走出去，也有游客走进来。太
原人开车文明礼让、路边咪表免费停车，让外地游客念念不忘。

大年初二，湖南游客杜先生开车来到太原旅游。在路上
他被一个细节所感动：每次经过没有信号灯的小路口，前面
的汽车都会提前减速，给过马路的行人让道。有一次，行人走
到中间，扭头冲着礼让的驾驶员做出双手抱拳的动作，以示感
谢。见此情景，使杜先生觉得太原这座城市很有“温度”。

假日里，110个路段的路内停车收费泊位免费开放，这给
本地市民、外地游客开车出行提供了便利。赵女士开车从陕西
来太原拜访好友，抵达好友所住小区后，她很快就在咪表车位
停好车，见面头一句就夸：

“真让人羡慕，假期太原停
车真方便！” （李 涛）

本报讯 大年初二，按照传统习俗，是“回娘家”的日
子。社区网格员范鑫瑞出门后，径直来到 85 岁的独居老
人杨大娘家中。春节，老人的子女回不来，网格员充当

“临时儿女”，特意过来陪伴。
老人住在西兴苑小区，儿子常年在外务工，过年没买到

票，赶不回来过年。看着自己身边空空荡荡，杨大娘不由得
心里有些难过。晋机西社区的网格员范鑫瑞得知情况，除
夕专门过来邀请老人去自己家吃年夜饭，被老人婉拒后，
大年初二，她干脆没回娘家，直接拎着年货来看老人。

杨大娘开门，见是范鑫瑞赶忙将她请进屋。快吃午
饭了，范鑫瑞还去厨房炒了几个菜，陪着老人吃完，这才
离开。老人很感动，特意给儿子打去电话，说别担心家
里，有“女儿”来看自己了。 （李 涛、赵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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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走入博物馆 让年更有文化味

游客不负美景
随身携带垃圾袋

假日出行礼让
勾勒文明风景线

受助学子回乡
感谢当年恩情

网格员“回娘家”
充当“临时儿女”

春节家庭聚会
节约用餐成“食”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