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28日 星期日 编辑/熊佩凤 见习美编/黄艳红 校对/汤吉 A03

“小老”结对“老老”、就近建适老居住场所……多位代表就农村养老提出建议

试点互助养老，让老人不离村也不离家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将持续办好“十大重点民生实

事”，特别是建设老年助餐服务点500个，要不断为幸福“加码”，让
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

今年省两会期间， 多位省人大代表围绕着农村养老服务这一
民生话题各抒己见，建议采取多项措施，托起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杨斯涵 田甜 李琪
见习记者 高煜棋

“建议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试点，在解决老人最
基本的食宿、医疗等需求外，还要丰富老人多方面的
精神需求。”作为一名来自农村基层的“90后”代表，在
日常工作中，省人大代表、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龙凤
庵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川尤为关注“一老一
小”工作。

2023年5月， 张川在村上开始探索互助养老模式。
在村上成立老年人协会，将身体好、年龄相对小的老年
人纳入到协会，再帮助身体差、年龄大的老人。在满足

老人们正常生活需求的同时，还组织开展下棋、唱歌、
跳广场舞等娱乐活动，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求。

“宗旨就是，我帮你，你帮他。”尽管还在探索中，但
半年时间下来，张川发现，这种“既不离村也不离家”的
互助养老模式或许是农村养老的解决方案之一。

张川建议，相关部门牵头选择有代表性的村、社区
试点互助养老模式，待成熟后向全省推广，并出台农村
互助养老的相关政策； 在构建老年人活动阵地和生活
照料方面，财政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张川代表：试点不离村也不离家的“互助养老”

省人大代表、岳阳县新开镇龙湾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马水兰也带来了关于农村养老的建议。

马水兰介绍，在农村，农民无养老计划，基本上是
“活到老，做到老”，只要能动，就依靠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这种“土地化生存”的方式，再加上农村养老无保
障， 都直接导致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性较重，“农
村老年人是否能够安享晚年还得看儿女们的经济条件
和是否孝顺。”

马水兰调研发现， 现代社会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

使得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 加上
农村大批劳动力外出打工，让居家养老成了一种空谈。

为此，马水兰建议，在农村，应该以子女赡养为主，
政策补助为辅。在敬老院的模式上改进，在乡镇或者村
里就近建立适宜老人居住的场所，集中解决饮食，这样
老人之间互相熟悉，就会有共同话题。政府也应给予农
村地区更多支持， 出台相关政策吸引人才从事养老服
务工作，鼓励支持年轻人回家创业工作，在家乡工作，
自然能经常回家看看。

马水兰代表：就近建立居住地，让老人抱团养老

今年省两会上， 省人大代表、 怀化爱尔眼科医院
CEO唐健娥带来一份《关于强化农村“一老一小”服务
保障》的建议，希望能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农村养老托
育服务，提升为老、为幼专业服务水平。

唐健娥建议， 着力构建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养老
服务体系。全面建立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
挥区县级供养机构主力军作用、乡镇敬老院支点作用、
村级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前沿阵地作用， 注重基层组织
引领，探索农村养老服务新模式。

与此同时，要加快发展社会监护人组织，完善老年
人监护制度，加大对社会监护人组织的培育，成立更多
社会监护人组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监护需求。
强化社会救助服务效能，鼓励多方参与服务类救助。

对于“小”，唐健娥则建议，推进农村地区3岁以下
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 加大对农村婴幼儿照护服务的
政策支持力度，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予以政策优惠等
方式，支持幼儿园、用人单位、社会力量、农村新型社区
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发展农村婴幼儿照护服务。

唐健娥代表：强化服务保障，解决农村“一老一小”难题

在今年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常德市鼎城区融媒
体中心电台节目主持人郑英建议， 编制湖南简易版老
年人推广交通手册，增强老年人的交通意识。

“通过走访，我了解到，骑两轮电动车、电动自行车
的中老年人大部分没有驾照， 没有认真学习过《交通
法》，有些老年人眼睛还老花。”郑英说。

为此，她建议，组织相关部门研究编制具有湖南特

色的老年人简易版《交通法》推广手册。在全省积极开
展宣传，组织辖区群众特别是老年人进行学习。

同时，郑英还建议采取电话民调方式，由省道路
交通安全委员会不定期进行访问调查，考察各地推广
情况，将其结果与年终考核挂钩。并加强社会面宣传，
特别是加大对老年人子女及亲属的宣传，由他们督促
家中老人遵守交通法规，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郑英代表：编制老年人版交通手册，精准投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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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月27日讯
近年来，越来越多“湘字号”
品牌强势崛起。然而，面对激
烈的市场环境， 如何激励本
土品牌持续创新发展？ 在今
年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湘窖事业部总经理杨彬带来了《关于加大
扶持本土品牌创新发展的提案》。

“将湘菜、湘茶、湘酒、湘瓷、湘绣品牌化发展
纳入湖南省重点特色产业，出台人才认定目录，提
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杨彬建议，在
金融、科技、人才、财税、公共服务等方面，为“湘字
号”品牌创新发展提供支持。此外，开通绿色通道
缩短审核流程，支持商标、专利注册申请等品牌
建设。对已拥有成熟基地的企业，加大技改资金
的倾斜，推动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

“我们应该将湘菜、湘茶、湘酒、湘瓷、湘绣
等‘湘字号’品牌看成整体一盘棋，积极加大宣
传曝光率， 让宣传推广有力度、 有层次、 有深
度。”杨彬还认为，要挖掘湖湘地域特色文化，尝
试运用新时代文化元素， 打造富有传播力和影
响力的品牌IP，刷新消费者的价值认同。

“努力创造有利于‘湘字号’产业发展的政
策环境和消费环境。”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杨彬
认为，应该建立反应迅速、统一协调的重点品牌
保护工作机制，强化无形资产、品牌资产、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加大对制假、贩假、售假的打击
力度。 ■全媒体记者 胡锐

杨彬委员：
加大扶持“湘字号”品牌创新发展

扫码看视频

三湘都市报1月27日讯
文旅演艺兼具文化和旅游的
双重魅力，作为一种新的演艺
业态，在文旅融合发展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本次省两会，省
政协委员， 中国杂技家协会
副主席、 中国杂技理论研究

委员会主任、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董事长赵双午
建议，出台专门政策，鼓励和支持文旅演艺发展。

赵双午说， 旅游演艺不仅能够为市民游客
提供更多优质的文化产品， 也能够促进旅游业
的发展，增加城市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

为此，她建议，对新增文旅演艺项目给予市
场培育期的演出场次或票房奖补， 对提供文旅
演艺场地的景区、街区给予优惠政策，减轻演出
主体的成本压力，降低运营主体的风险压力。

同时，加强联动，加强省市之间、企事业单
位间的融合互动，鼓励景区、街区积极引进更多
国有专业文艺院团和优质民营演出机构， 提高
演出品质， 丰富演出内容， 提升游客的消费体
验。另外，加强复合型演艺人才培养，特别是行
业内较为紧缺的舞台制作人才和舞台技术人
才， 提高演艺空间和文艺院团从业人员的文化
素养和服务水平， 加强文化产业的管理和营销
能力。 ■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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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双午委员：
政策搭台，助力文旅演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