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忠义乡互

助幸福院（以下简称“幸福院”）里，三排

白色外墙的房子坐落于内，每间都是一

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格局；隔着大大的落

地窗，能看到屋内陈设干净整洁、地板

一尘不染。 走进其中一间、65 岁老人周

春林的家， 她正在厨房里洗洗涮涮，客

厅地板上放着一坛正在腌制的酸菜。 被

问及住在这里的感受，她笑容满面地答

道：“老家房子受了灾，成了危房，自从

今年 4 月村里组织我住进幸福院后，不

仅环境好，邻里之间互助友爱，幸福感

也提升很多。 ”

近年来，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外出

打工，地处坝上高寒地区的康保县各乡

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村庄空心化、家庭

空巢化、人口老龄化情况。 2013 年以来，

为破解农村老人住房安全、 生活保障、

日常照料等难题，康保县在河北省率先

探索建设幸福院，十年来，就地抱团养

老模式逐渐得到群众认可。 请跟随记者

脚步，一探幸福院究竟如何以“三好”为

老人们的幸福兜底。

住得好

安全 安心 方便

在农村， 多数老人喜欢在家门口种

瓜种豆，邻里之间喜欢走街串巷。 在集

中住宿、统一管理后，如何让老人们住

得好、住得舒服？ 忠义乡的幸福院拿出

了解决方案。

首先，要保证老人们的安全。 在忠义

乡幸福院大门口， 记者发现这里有一套

智慧物联的门禁管理系统， 就像住在城

市小区里一样， 外来者没有密码和钥匙

打不开，老人们的安全和隐私得到保障。

等待几分钟后，随着“嘀 ”一声 ，院

里的管理人员遥控打开大门：院子整体

都是水泥路面，每家每户门前都有小花

园、斜面无障碍通道和小台阶 ；每个角

落都有摄像头， 除了日常安全监控外，

老人们如有突发状况也能及时被发现。

周春林说 ：“住进这个院子的都是

留守老人，原先在村里，走路摔倒发生

意外或者有纠纷都没人知道，现在安装

了监控 ，大家的人身安全 、财物都有了

保障。 ”

更重要的是， 幸福院除了集中管

理 ， 还很尊重农村老人原有的生活习

惯。 77 岁老人周启山和他的老伴在搬到

幸福院以前，常在自家门前空地种瓜果

蔬菜。 听说幸福院建得像城里的房子，

老两口还担心来了以后不能种地了，儿

女长期不在身边， 又没有经济来源，花

钱买菜肯定不现实。

吃得好

省心 适口 健康

住在幸福院， 解决吃饭难。 在土城

子镇的幸福院，这里的食堂逢年过节就

会举办“饺子宴”，一大早 ，院长张顺英

会按照惯例提前准备好食材，等待院里

的老人自告奋勇来当“包饺子志愿者”。

78 岁的李凤英是院里的“年轻人”，

自从住进幸福院，连续六年她都承担了

包饺子的任务。“来这里住条件挺好，儿

女们放心，自个儿心里踏实 ，我们老年

人在一块也能相互照顾。 我算是院里年

纪较小的，逢年过节有活动时 ，就和大

伙一起帮忙包点饺子 、洗点水果 ，说说

笑笑也热闹。 对于年纪大、行动不便的

老人我们还会送到房间里用餐。 ”她说

当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 83 岁独

居老人王凤美眼前时，她激动地说：“食

堂的饭菜可口，想吃啥有啥 ，不像以前

只能凑合着吃。 住到幸福院，日子真幸

福。 ”如今在这里，像王凤美一样享受便

利生活和优质服务的，还有来自全镇各

村 60 周岁以上老人 330 余人。

“互助抱团养老是互助幸福院最核

心的价值体现。 ”康保县民政部门相关

负责人表示 ，“针对部分农村老人养老

储蓄不足、居住条件简陋、生活无人照

顾、精神慰藉缺失等突出问题，康保探

索出这一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村养老服

务模式 ，曾被评为‘中国十大民生决

策奖’。 ”

张顺英以前是乡镇干部， 自从土城

子镇的幸福院建成后，他担任了全职院

长。 因为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张顺英

在管理和服务工作中， 想老人之所想，

受到全院老人的好评。

他认为，“互助”能够成为幸福院老

人们解决吃饭问题的好法子。 老年人牙

口 不 好 、 饭 量 不 好 把 控 、 营 养 跟 不

上 ……这些问题在幸福院的食堂都能

得到解决。

他说 ：“像我这样的专职工作人员

只有 4 名。 面对一些尚有劳动能力的老

人，我们还设置了管理员、保洁员等 30

多个公益性岗位，每人每月发放几百元

补贴。 ”

除了土城子镇的幸福院， 康保县还

在各镇幸福院开设了 4 间孝老惠民食

堂，委托第三方进行管理和运营 ，为老

人们开展托养、其他居家养老及便捷助

餐、送餐等服务，以“菜品全、服务好”的

标准，让老人在家门口享受美食。

医得好

就近 高效 及时

康保县的互助幸福模式， 还有一个

重要环节就是保障老人的及时就医需

求。 每所幸福院离乡镇卫生院最远距离

仅 500 米左右，就近、专责、专人配备医

生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 、配药 ，成为保

证老人身体健康的关键。

在屯垦镇范家营村幸福院， 阳光透

过玻璃窗洒落在长廊的沙发上，几位老

人沐浴着暖阳在聊天。 最里间，76 岁的

张淑英收拾好碗筷，简单拾掇了几下便

出了门。 前些年，子女在外务工，家里就

剩她一人，生了病往往缺人照顾。

好在范家营村卫生室就在幸福院最

中间，还没到门口，张淑英便喊：“温院

长，我头有点发闷 ，快给我量量是不是

血压高了。 ”

“别急别急，坐下慢慢来。 ”幸福院

院长温广兼着范家营村的村医。 拿出血

压计，仔细检查后，温广放下心来，“没

啥问题，记得按时吃药，少盐少油。 ”

“那行那行。 ”张淑英慢悠悠地回屋

了。 她属于幸福院的第一批“住户”，笑

称“住在这里，白天不愁没人陪，生病不

怕没人管”。

作为全县规模最大的幸福院， 土城

子镇的幸福院管理模式和医疗保障最为

健全。 张顺英按照集中居住、分户生活、

自我保障、互助服务的管理原则，以每排

房屋十几户老人作为一个小组把大家归

类，每组选出一名老人作为小组长。

“原先的一家一户养老模式， 最棘

手的问题就是老人在突发状况下得不

到及时救治。 在这里，小组长和其他住

户会第一时间发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

把老人送往医院， 并通知家属 。 ”张

顺英说。

康保县副县长石磊表示， 今年康保

还将依托县养老服务中心，在有需要生

病就医等突发情况时，让幸福院 1000 户

老人通过联通的“一键呼叫”功能，为他

们提供更优质的养老服务。

（雷昱）

四川省广安华蓥市充

分利用水上、 林下闲置场

所，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

户 + 餐饮” 的经营模式发

展“白色经济”鹅产业，推

动特色家禽和庭院经济规

模高质量发展， 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的活力， 唱响鹅

产业“向天歌”。

图为 9 月 3 日， 四川

省广安华蓥市明月镇红光

村养鹅基地的白鹅在水中

游玩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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