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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有力度 邻里有温度
新莲花新龙山社区第一党支部发动老党员服务社区

鹭岛银领鹭岛银领

中共厦门市委老干部局 厦门晚报社 联办

■闲置多年的活动室成了居民学习休闲好去处。

听讲座看演示
学急救护健康

本报讯（记者 吴笛 通讯员
游少斌）鱼刺卡喉、皮肤烫伤、气
道堵塞……遇到这些突发情况，
该如何急救？5月24日，“文明实
践 助老同行”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在思明区中华街道文安社区厦门
江夏堂举行，近百名社区老人通
过一场讲座，学习家庭医疗应急
处置知识。

此次活动由市老年活动中
心、市老年基金会、中华街道办联
合举办，旨在增强老年人在日常
生活中自救互救的意识和处置能
力。活动现场，市老年活动中心安
排专业人员为老人普及急救处置
知识，包括气道异物堵塞、鱼骨卡
喉、皮肤烧烫伤、呼吸心跳骤停
等，力求通过专业人员的现场演
示，让老人看得懂、学得会。大家
纷纷表示，讲座内容贴近生活，受
益匪浅。

在活动现场，市老年活动中
心志愿者们还为社区老年人提供
智能手机使用咨询服务，市老年
活动中心还联合多家单位为社区
老年人提供免费理发、健康咨询、
法律心理咨询等服务。

思明区老年大学教师
将面向全国开直播课

本报讯（记者 许云芬 通讯
员吕佩兰）正在学书法的老友注
意了！思明区老年大学教师、福建
省书法协会会员王家之开设的《楷
书技巧基本逻辑公开课》，入选首
届全国老年大学线上公开课堂活
动，5月30日上午10:00-10:45
将进行直播授课，内容主要是关于
楷书入门、提高精准临摹能力和了
解楷书书写共性知识点等，欢迎
广大老年朋友参与听讲。

据介绍，为实现各地老年大
学优质课程和优质教师资源共
享，实现公开课堂数字化和线上
化，普惠更多老年群体，中国老年
大学协会在2023年开展了主题
为“公益趣学，乐在其中”首届全
国老年大学线上公开课堂活动。
经过前期的推荐选拔，目前全省
有两家老年大学的精品课程入
选。之后，还将根据直播效果和
专家意见，评选出在此次线上公
开课堂活动中表现优秀的讲师
和学校。

之前，小区没有老年人
专属的活动场所，有老党员
建议，利用开发商给社区留
下的活动室，把“党群之家”
建立起来，让老同志有学习
和活动的场所。党支部联系
业委会，把闲置多年的活动
室重新设计装修，由社区提
供健身器材，并发动老党员
捐书捐物，设立阅览室。

党群活动室里，每周不

同时段都有老同志在参加瑜
伽、舞蹈、音乐、闽南话学习
等课程。每到重阳、七一等节
日，党支部还组织专场演出，
让老同志真切地感受到获得
感、幸福感。他们纷纷称赞，
党支部把社区活动开展得有
声有色。

小区面貌焕然一新，支
部也受到了表彰——去年，
第一党支部荣获思明区“先

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19
年，潘文明荣获思明区“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潘文明
还有着自己的计划，他说，
党支部正规划在小区开办
老年服务中心和幼儿晚托
班，关注“一老一小”问题，
解决小区居民的实际困难，
真正把党支部建设成为一
个学习型、服务型的支部，
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服务。

“既然大家信任我们，
我们就要以主人翁的
精神为社区奉献，真正

为居民办点实事。”这是新莲花
新龙山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潘
文明的肺腑之言。自 2017 年担
任支部书记以来，他率领支部
老党员全心全意为社区服务，
赢得了居民的一致称赞。

文/通讯员建初记者吴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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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潘文明从厦门
第二实验小学退休后，就积
极参与社区关工委工作。
2017年，他被推举为社区第
一党支部书记。他上任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率领支部党
员走访社区群众和老党员，
听取他们对社区建设的建议
和意见。

从思明区文旅局副局
长岗位上退休的洪纯洁提
出，要发挥老党员的作用，
对小区环境进行提升改造。
潘文明觉得这个意见非常
好，认为只有让邻居关系有
了“温度”，才能更好地解决
社区问题，让居民有更多的
幸福感。

得到社区的支持后，党
支部在社区建立了小蓓蕾种
植园，发动党员购买花木，组
织孩子参加种植活动、写种
植观察日记，还教孩子练习
书法。随着这一系列活动的
开展，小区原本裸露的荒地
变成花园，环境焕然一新，让
业主们真切感受到了变化。

购苗组织孩子种植 裸露荒地变成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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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习开展演出 社区活动有声有色

本报讯 福建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近日发布《福建省既
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技术标
准》（以下简称“《标准》”），自
2023年8月1日起实施。

《标准》规定，既有住宅的
场地与环境、公共空间适老化
改造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身心
特点，满足其参与公共活动和
接受特需服务的需求。户内空
间、户内设施设备适老化改造
应根据现住宅的使用情况与住

户需求进行，以适应老年人居
家生活的需求。住宅小区应配
置居家养老服务用房，未配置
的既有住宅小区宜增建或对既
有住宅的现有公共空间进行改
造，用作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服
务、保健康复、文化娱乐等功能
的养老服务用房。

此外，住宅小区内的道路、
老年人活动场地、住宅公共空
间应设置便于老年人识别的标
识引导系统。住宅应合理选择

信息化和智能化养老服务系
统，系统应操作简单、性能可
靠、安装维护方便、并充分考虑
其发展需要。

据了解，《标准》旨在改善
与提高既有住宅的适老化水
平，指导我省既有住宅适老化
改造工程建设，使既有住宅的
环境、空间、设施等方面与老年
人的身体机能与行动特点相适
应，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
需要。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出台标准
省住建厅近日发布，8月1日起实施

■专业人员正在为老人普
及急救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