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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打好打好““六加一六加一””攻坚战攻坚战

目前，我市尚有24所农村敬老院未实
现集中供暖，根据“温暖工程”的实施计划，
全市147所农村敬老院将在2013年全部实
现集中供暖。

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称，这些农村敬
老院的采暖设施建设和改造工作已列入
2013年的建设计划，将于2013年供暖期来
临前完成。没有实现集中供暖的农村敬老
院为确保老人温暖过冬，将根据各自的条

件，采用电暖气、电热毯等满足老人冬季取
暖需要。

据悉，在提升农村敬老院硬件设施的
同时，市民政部门还将加强农村敬老院的
服务管理。2013年起，开始推行敬老院事
业法人登记，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科学确定农村五保户供养水平，不断提
高农村敬老院管理服务水平，保持全市五
保老人集中供养率在45%以上。

□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翟晓伟

25日晚，我市400多名退伍武警战士
告别洛阳，返回家乡。退伍前，这些可爱
的武警战士在洛阳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站
好最后一班岗。他们说：“曾经，这里是我
们战斗的地方；今后，这里是我们魂牵梦
萦的故乡。”

24日，记者在武警洛阳市支队第四大
队的驻地，充分感受到了退伍老兵对部
队、驻地的留恋。

想带走更多对洛阳的记忆

张巨鑫，浙江诸暨人，武警洛阳市支
队第四大队第十二中队代理排长，1988年
出生，2007年入伍。

24日上午，我们见到张巨鑫时，他
正在指导新兵叠被子，然后跟他们谈
心，向他们讲解如何更快更好地适应部
队生活。

5年的军旅生涯，让24岁的张巨鑫显
得比同龄人成熟稳重。

入伍后，张巨鑫牢记“打铁还须自身
硬”这句话，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成
为所在中队的训练尖子，和战士们一起顺
利完成了许多急难险重的任务。

5年来，他参加了奥运会火炬传递安
保、全国农运会安保、牡丹文化节安保、

“7·24”栾川抗洪抢险救援等安保抢险救
援并出色完成任务，荣立了两次个人三等
功和一次集体三等功。

说起退伍，张巨鑫流露出不舍之情。
“我很爱这里，可是父母希望我退伍后回
到他们身边，我不能置父母的心愿于不
顾。”张巨鑫眼中含泪，说他有很多梦在这
里，这里有他5年的青春足迹。

“这里有我放心不下的新战士，我多
想陪他们继续刻苦训练；这里有我牵挂的
老人，5年来，我和战友每个月都要去敬老
院看望他们。”张巨鑫说，“随着退伍的日
子一天天临近，我们愈加珍惜每一次训练
机会，想带走更多对于洛阳的记忆。”

会想念在这里的点点滴滴

王浩，四川巴中人，武警洛阳市支队
第四大队第十二中队炊事员，1990 年出
生，2007年入伍。

24日12时，做好午饭的王浩准时把
餐车从厨房推到餐厅，开始为战士们打午
饭。“这是我们的传统，站好最后一班岗，
直到离开的那一秒。”王浩自豪地说。

王浩入伍时被分在战斗班，2010年转
到后勤炊事班。对炊事员的工作，他经历
了由郁闷到热爱的转变。

“哪个男儿当兵不想冲在第一线，但是
每个岗位都需要人。”王浩说，刚转到炊事
班时，他很不痛快，每天干的都是摘菜、洗
菜、切菜等琐碎的活，既无聊又辛苦。

慢慢地，王浩意识到这个岗位的重要
性。“炊事班8个人，要保障100多号人的
饮食，我们饭菜做得好，战友们吃饱了吃
好了才能更好地投入训练，圆满完成各种
任务，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王浩
说。他逐渐接受并喜爱上了这份工作：每
天6时，准时起来为战友们准备早饭，然后
是午饭、晚饭，一直忙到晚上。每周都推
出不同的菜谱，尽量满足来自五湖四海的
战友的口味。

王浩乘25日晚的列车返回老家。每
年送别退伍老兵时，他都特别难过，自己
离开军营，那种失落更难以言表。

王浩说：“我会很想念洛阳，想念在这
里的点点滴滴。”

武警洛阳支队负责人说，今年退役的
这批老兵参加历届牡丹文化节和河洛文
化旅游节的安保及其他救援工作上百次，
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洛阳社
会稳定。在他们的心里，洛阳就是他们的
第二故乡。

这里是他们曾经战斗的地方
这里是他们魂牵梦萦的故乡

四百武警战士
依依惜别洛阳

今冬，123所农村敬老院开始集中供暖，惠及8000余人

“温暖工程”
暖了老人的屋更暖了老人心

□记者 连漪 通讯员 李
宁霞 董华武 文/图

目前，全市147所
农村敬老院，已有123
所 安 装 了 集 中 供 暖
设 施 并 全 部 通 过 验
收——今年以来，市
委、市政府把农村敬
老院冬季取暖问题作
为民生工程来抓，“温
暖工程”建设取得了
良好成效。

据 介 绍 ，截 至
2011 年年底，我市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93 万，占全市总人口
的13%，高于全省12%
的比 率 。 人 口 老 龄
化 带 来 的 养 老 问 题
日渐突出，建设农村
敬 老 院 就 是 解 决 孤
寡 老 人 养 老 问 题 的
重要方式之一。

洛龙区李楼镇东高村的五保老人孙
明珠今年72岁了，无儿无女，早年一直独
自生活，前几年住进了敬老院。今年冬
天，他逢人就说，他住的房子好暖和，他再
也不怕冷了。前两天，记者探访了孙明珠
老人。

老人住在李楼镇幸福院，也就是当
地的农村敬老院。敬老院是一座三层
小楼，占地面积约 15 亩，有住室 60 余
间，可同时容纳 200 余人居住；敬老院
还设有棋牌室、娱乐室、医疗室、康复
室、浴室、餐厅、活动大厅、室外活动广
场绿地等。

10时许，我们到达敬老院，孙明珠正
和“院友”们在宽敞的院子里晒太阳、看报
纸。孙明珠带我们参观了他的房间。由
于腿脚不便，老人被安排在一楼第一间
房居住，约15平方米的房间里放了两张
单人床、一张桌子、两个衣柜，俨然一个宾
馆标间。

一踏入房门，一股暖流扑面而来，
与屋外的寒冷形成了强烈对比。“暖和
吧，一天 24 小时都这么暖和，老美啊！
这辈子俺是第一次住有暖气的房子。”
孙明珠老人迫不及待地向我们“炫
耀”。窗户旁的温度计显示室内温度为
18.5℃。

据李楼镇幸福院院长张月玲介绍，五
保老人每两人住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
每个房间装有一组2米24柱的暖气片。

“院里修建了锅炉房，聘请了专业的技术
工人24小时值班，保证全天室温不低于
18℃。”张月玲说，“院里现住着64位老
人，为确保老人温暖过冬，我们采购了30
吨煤，根据天气变化和老人需求，供暖温
度可随时调整。”

孙明珠和“院友”们的温暖冬天得益于
我市于今年年初开始实施的“温暖工程”。

作为“十二五”期间农村五保户供养工
作的重点内容，我市出台了《洛阳市农村敬
老院温暖工程实施方案》，确定从2012年
起，投资4410万元，用两年时间对全市147
所农村敬老院冬季采暖设施进行建设或改
造。各敬老院因地制宜采取燃煤、燃油、燃
气、电力锅炉或中央空调、数码无水地暖等

解决取暖问题，同时对锅炉房、电路等进行
改造。市政府根据采暖方式对每所敬老院
补贴3万元至5万元，市慈善总会也将该工
程建设资金列入募捐计划。

记者近日从市民政局获悉，在今年供
暖期来临前，我市已完成123所敬老院的集
中供暖任务，大大超出97所的年度计划，约
占改造总数的84%，8000余名集中供养的
五保老人将过一个“暖冬”。

全天室温
不低于18℃

8000余名五保老人享受“暖冬”

明年，147所农村敬老院全部供暖

在农村敬老院居住条件大提升的同
时，各类社会办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也有
了统一的标准，往后选择社会养老机构可
以直接看“星”了。

社会养老机构包括老年公寓、养老院、
老年护理院、托老所、护老院、护养院、老年
社会福利院等。我市正在开展养老服务机
构星级评定工作，全市养老服务机构将被
分为一星级至五星级5个等级。评定将以
养老服务机构的设备条件、技术力量、经营
能力、服务水平为依据，拟将养老服务质量
划分为5个星级，星级越高表示服务机构质
量越好、服务设施设备越完善。星级评定
分两级开展，五星级和四星级由省负责评
定，三星级、二星级、一星级则由市负责。
凡于2012年10月以后申请兴办的养老服务

机构，必须达到一星级评定标准规定的基
本条件方可批准登记。

市老龄委办公室有关负责人透露，凡
达到评定基本条件且被评为星级养老服务
机构的，将授予相应星级的服务质量标志，
并颁发证书。标志有效期为3年，到期后需
重新申请评定，在有效期内（满一年）可继
续申请较高等级的评定。因服务管理质量
较差，没有被评为星级养老服务机构的，需
在3个月内进行全面整改，待市评审委员会
检查验收合格后，补发星级服务质量标
志。检查验收没有达到评定标准的，将取
消年度运营补贴。一年内，无力整改、拒不
改正或整改后仍没有通过检查验收的，将
按照规定要求撤销养老服务机构批准证书
并予以取缔。

选社会养老机构要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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