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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颐养，托起幸福“夕阳红”
自 2018 年 5 月本市推出养老顾问制度以

来，我区目前设有354个养老顾问点，养老顾问

员 400 余名，全年提供服务近 6000 人次，目标

就是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百米”。不同的

老人有不同的养老需求，养老顾问为老人提供

的咨询服务并非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在了

解辖区内老人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为他们推荐

完备的养老服务整体规划。

除社区养老顾问外，我区还在 7个街镇试

点开展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完善认知症家

庭早期干预；在 5个街道试点开展“老吾老”计

划，增强家庭照护能力；推进“老伙伴”计划，提

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创新项目培育计划方面，我区正有序推进上门

助浴、帕金森关爱、老年人摄影等 7 个创新项

目，打造松江“幸福养老”品牌。

智慧养老提升精度
“改扩建后的福利院还有一大服务亮

点，那就是即将开展的‘互联网医院+养老

院’建设，让老人在养老院内享受三甲医院

的医疗服务资源。”松江社会福利院副院长

范玲介绍，区民政局正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展开合作，形成在线咨询、预约挂号、在

线就诊、药品配送等全流程闭环的线上医疗

服务流程。

“通过互联网医院看病，既节省了线下排

队等候的时间，还享受了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坐在 5G微诊室里，率先体验了远程诊疗的老

人刘恩玲对“互联网医院+养老院”服务充满信

心和期待。

不仅如此，目前智能健康设备也已广泛应

用于养老领域。智能手环、智能床垫、家庭高

血压心率测量仪等智能监测设备已经融入老

人的日常生活，一座“互联网+没有围墙的养老

院”已然落成。“‘幸福久久’为老服务项目至今

已经运行 8 年，覆盖全区 17 个街镇 318 个居

（村）委会，老人可以通过安装在家里的智慧养

老设备拨打为老服务热线，自主选择公共服务

类信息查询、养老服务问题解答、生活便民服

务上门等服务。”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庄

浩杰介绍。

今年，区民政局还将推出为老服务“一键

通”项目，通过搭建数据中心，借助“一键通”电

话机、智能手机、电视机、自助服务机等产品，

实现一键预约挂号、一键打车出行、一键紧急

救援和一键政策咨询等功能，预计本月起将在

部分街镇试点推广。

“国政讲习堂”党史学习教育
主题宣讲进基层活动启动

宣讲团队由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在校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组成，每名宣讲

员配备一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

指导老师。

据介绍，“国政讲习堂”是区委

宣传部今年重点打造的“1+4+N”基

层理论宣讲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计划，“国政讲习堂”将每年围

绕一个主题，推出一批系列宣讲课

程，并以点单和派单相结合的方式，

组织宣讲团成员深入松江各领域基

层进行宣讲。

“我小时候也是在红旗下唱着这首

歌一路长大的。”歌声唤起了儿时回

忆，令市民张彬激动不已。市民朱

思侠特地带着母亲、孩子一起与活

动现场巨大的党旗合影，她说：“没

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如今

的幸福生活，看到党徽和党旗，我心

里只有满满的感恩。”市民王通也为

一对双胞胎女儿拍下了与党旗的第

一张合影：“听到这首歌一下感觉热

血沸腾，所以带孩子来感受一下这

种氛围，她们虽然还不会用语言表

达，但是看得出来内心很激动。”

来自全区各街镇、各行业、各高

校 300余名群众代表也参加了此次

快闪活动的录制，他们中间有社区

居民、企业白领，也有在校大学生。

“我们党走过的这一百年太不容易，

在党的领导下，如今松江的发展日

新月异，我与有荣焉。”市民翁小平

告诉记者，入党 20多年来她一直心

怀对党的忠诚，努力做好基层岗位

上的工作。“我是一名预备党员，很

荣幸也很高兴能够代表公司来到现

场。”市民赖尚仁说。来自上海外国

语大学的王初阳表示，能够参与活

动，自己作为大学生代表深受鼓舞，

希望未来能为国家建设发展贡献青

年人的力量。

早在当天下午，东华大学附属

实验学校雏鹰合唱团、松江区百姓

明星代表、松江区教师合唱团、上海

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生水上运动俱

乐部成员就提前到达现场，开始准

备夜间正式的录制。为了配合特写

和近景的拍摄，他们反复排演，却始

终热情高涨。张益衔所在的教师合

唱团是当晚最后一批结束录制的。

“我是人民教师，也是入党积极分

子，能够有机会跟随组织借歌声表

达对党的祝福，对我来说是一次宝

贵的经历。”张益衔说。

G60科创云廊唱响
《唱支山歌给党听》

1923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松江第一

名共产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五

卅运动参与和领导者、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江

苏省主要负责人。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前夕，侯绍裘牺牲于南京，年仅31岁。

“我们今天如何写先烈？”上海戏剧学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松江区文联主席、人文松江创

作研究院院长、本剧编剧之一陆军表示，“剧本

创作应当关照现实，回应当下的需要，那就是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做青年，怎样树立家国情

怀，激发使命担当。”通过参照侯绍裘的革命道

路和成长轨迹，为新时代有志青年树立榜样，

引发青年一代共鸣和思考，推动青年爱国主义

教育向实处开展、向深处拓展。

话剧《侯绍裘》对于侯绍裘短暂且绚烂的

一生，并没有面面俱到地铺陈铺排，而是选取

了他在南洋公学时期的学生生活为主要内

容，重点刻画他与校长唐文治以及同学、老乡

等人的交往，在碰撞与冲突中思考中国革命

的进程，以及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心路

历程。

英雄并非生而伟大，也经历着迷茫和彷

徨，这样的真实反而让角色更能引发共鸣。侯

绍裘的扮演者庞盛之今年刚好31岁，这一数字

同样是侯绍裘牺牲时的年龄。为了扮演好角

色，庞盛之翻阅学习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

“当时是 1920 年，面对《新青年》、共产主义思

潮，侯绍裘的内心是激动的，各种思想在翻滚

和碰撞，他渴望改变世界，让劳苦大众过上好

日子，从迷茫徘徊到坚定选择，最终实现牺牲

小我、完成大我的格局，这种精神是需要我们

这代人学习的。”庞盛之说。

正式演出之前，庞盛之与剧组主创人员一

道，专门来到松江二中，在侯绍裘半身汉白玉

雕像前献花祭拜，驻足良久。松江二中是侯绍

裘求学的地方，演出当天，松江二中的部分教

师代表来到现场观看。语文教师李潇告诉记

者，侯绍裘的英雄事迹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的二中学子，不少单位和部门也会组织前来祭

扫，每次都有学生在一旁观望、思考，学习这位

校友把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幸福的

精神追求，近距离感受信仰的力量。

演出谢幕时，几位特别的观众被请到了台

前，他们是侯绍裘的后人。曾孙侯昊翔是一位

青年投资人，不是刻意为之，但和曾祖父走过

一样的求学路，先后在松江二中和上海交通大

学读书。侯昊翔介绍说，作为侯绍裘烈士的曾

孙倍感自豪和骄傲，同时有强烈的使命感，那

就是，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进一步在工作岗

位上发光发热，展现新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和

责任担当。

让红色精神在年轻一代身上闪耀

上接第一版▲

上接第一版▲

上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