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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生活•聚光灯

身为铁路职工家属院，
“火车头精神”不可或缺，火车
元素也随处可见。绘成火车
头外形的变电箱、火车形状的
草地指示牌、绘着宝丰火车站
变迁史的水塔、建在小区内的
火车文化展览馆……这些元
素唤起铁路人熟悉的记忆，让
他们更有归属感。

老人们最爱去的地方是
“火车头精神”党建文化广
场。这里几年前无人管理，一
度沦为菜地、垃圾场，野草茂
盛。2018年，社区成立志愿服
务队，三供一业改造同时进
行，社区借此新建了广场、舞
台，加装了健身器材，旧有小
滑梯也保存下来。以前社区
用水靠水塔供应，通了自来水
后，原有水塔保留，并进行了
粉刷和装饰。居民在广场上
跳舞、聊天、锻炼，老水塔默默
地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铁北社区环境建设非常
亮眼：重新铺设道路并画上交
通标线，局部安装减速带；各
楼文化墙设计富有特色，赏心
悦目；公共卫生间加装马桶、
扶手等无障碍设施；各种活动
室成为老人们交流的好场所。

火车文化展览馆里聚集
着十来位社区居民，这里陈列
着铁路职工自发捐赠的老物
件。老党员王聚才拿起一支
防护号试吹，仿佛回到了熟悉
的车站。“火车即将到达，防护
员吹响防护号，附近所有人员
必须离开，确保安全。号声就
是命令！”老式铁路信号灯、火
炬、铁路对讲机、铁道巡查喇
叭……触动着一代人的回忆，
墙壁上从蒸汽时代到高铁时
代的变迁展板让人感慨。

“走，杀两盘去！”闲来无
事，老党员张长明和解少军来
到社区文体活动中心下象棋，
全神贯注。

铁北社区的老人大多精
气神儿十足。21号楼的老党
员刘银已经在院里住了30多
年，“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花园也修得漂漂亮亮，时常有
各种文艺表演，在整个县里都
是数得着的。”他十分自豪。
由于同属铁路系统，院里老人
基本都认识，就是有新搬来
的，也能很快熟悉并融入其
中，“氛围好，团结”。

“铁北社区一直立足于老
年人的实际需求，大力提升服
务水平，真正做到了‘应老人
之所需，解老人之所难’；创新
开展了丰富的老年人活动，使
老人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
老有所为、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宝丰县卫健委党组书记、
老龄办主任赵延军说。

从“居住其中”到“参与其中”
宝丰县铁北社区自治“银发族”显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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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蓝的天空下，宝丰县
铁路地区铁北社区的标志性
建筑——水塔高高矗立；旁
边的“火车头精神”党建文化
广场上，三五老人或坐或立，
锻炼身体、闲谈聊天。周边
树影婆娑，鸟鸣悦耳，环境宜
人。

近日，经国家卫健委、全
国老龄办公示，铁北社区获
评首批“全国示范性老年友
好型社区（村）”。

铁 北 社 区 始 建 于 1971
年，原属宝丰火车站铁路职
工家属院，因紧邻焦柳铁路
北侧而得名。社区占地面积
300 余 亩 ，有 39 栋 居 民 楼 ，
1196 名居民中，60 岁以上的
老年人 445 人，占总人口的
37%，是典型的老年社区。

76 岁的老党员付克辽
正在“火车头精神”党建文
化广场清扫路面。清扫小
区垃圾、为居民排忧解难、
疫情防控值班……作为志
愿者的他始终冲在前面。

电动车飞线充电问题
是老旧小区的普遍顽疾，已
有 50年历史的铁北社区却
清清爽爽，让人眼前一亮。

“以前也是飞线乱拉，
像蜘蛛网一样。”铁路地区

党工委副书记陈晓伟说。
社区想办法重新规划线路，
穿管入地，再引至各家储藏
室内并装上安全插座。付克
辽和其他退休党员、楼栋长
挨家挨户上门，核算成本，掰
开揉碎了分析。试点楼效果
一出来，大家满意了，主动效
仿。“以前消防车过不去，现
在消防通道宽敞，安全又整
洁。”付克辽说。

“有时间做志愿者，有

困难找志愿者”在社区深入
人心。铁路地区党工委书
记马国留说，为有效实现社
会服务“零距离”、基层治理

“全覆盖”、居民诉求“快响
应”，2020年，铁北社区实行
网格化管理，网格长、网格
员、楼栋长均由社区老党员
等兼任，进行政策宣讲、安
全排查、居民矛盾纠纷调解
等，架起党组织与党员群众
之间的“连心桥”。

目前，铁北社区已建立
包括老干部、老模范、老教
师、老战士、老专家等80余人
在内的“五老”志愿服务队伍，
分为爱心志愿服务队、广场
舞健身志愿服务队、文化宣
传志愿服务队、“夕阳红红马
甲”清洁志愿服务队、矛盾纠
纷调解志愿服务队5个小队，
成为社区一支工作阅历丰富
又有担当奉献的新生力量。

铁北社区监委会原委
员张长明离职后，组建志愿
者队伍继续发挥余热；退休
老党员景定宇夫妻俩都多
病吃药，疫情期间却主动向
武汉捐款2000元；在职党员
张国勇为居民义务理发，因
病去世后，退休党员芮建设
接力继续服务；小区内柔力
球、舞龙等文艺演出都由志
愿者组织；去年疫情管控期
间，志愿者主动到超市采购
物资，分给大家……

县民呼必应中心在铁
北社区设有工作站，网格员
巡查时，大事小情都能得到
有效反馈，就连家里打印机
出了故障，社区人员也及时
上门帮助解决。自去年3月
份成立以来，民呼必应工作
站收到居民反映问题 463
起，自主解决412起，志愿者
功不可没。

“月饼虽好吃，但别超过
三口，还要喝热水助消化。
低盐、低油饮食最健康，过多
会增加血压升高等疾病风
险。”9月16日上午9点，日间
照料中心康复室内，市二院
宝丰分院疾控科主任、铁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耿素
兰结合中秋节、减盐周等当
下热点，向老人们科普了健
康饮食知识。

“俺老公公八九十岁了，
好吃香的，得给他讲讲！”14
号楼居民常香芬笑着说，社
区开展的健康、消防、防诈骗
等各类讲座以及义诊、免费
体检等服务对老人们帮助很
大。82岁的李国民来到康复
室，在工作人员郭佳凡的指
导下进行康复训练，“累，但
有效果！”他高兴地说。

老党员刘之会瘫痪在
床，老伴儿年纪大，照料困
难。宝丰县阳光天使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张乐乐定
期和社工们上门为其进行理
疗按摩和心理疏导。残疾、
空巢、失独老人都是他们的
服务对象，康复理疗、心理疏
导、帮助买菜、护送就医、定
期看望……只要有困难，他
们立即伸出援手。

对失独家庭、孤寡老人，
社区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
端午节送粽子、重阳节上门
打扫卫生、腊八节送腊八粥，
冬至社区工作人员和面包饺
子，将热腾腾的饺子端到老
人手中……生活在铁北社区
的老人们幸福感满满。

改善环境
居民更有归属感

关爱老人
无微不至

社区自治：“银发族”勇担当

日间照料中心康复室内，82岁的李国民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

居民张长明和解少军在社区文体活动中心下象棋

老年志愿者服务队在“火车头精神”党建文化广
场载歌载舞（宝丰县铁路地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