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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 8367个
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关系老年

人及其家庭的“关键小事”和“民生
大事”。 2 月 27 日，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行河南省“实事惠民生 聚

力谋出彩”系列第七场新闻发布会。
会上透露，截至 2024 年年底 ，全省
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 8367 个，其
中 ， 老年食堂 3100 个 、 老年餐桌
2234 个、老年助餐点 3033 个，超额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024 年，我省出台了《河南省积
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河
南省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建设指引(试
行)》等政策措施，从场所建设、设备
配置、运营服务、扶持补贴、税费减
免、社会参与、监督管理等多方面作
出规范。 各地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政
策措施，促使助餐服务有规可依。 在
设施布局上， 综合考虑辖区内老年
人口规模、 助餐服务需求和服务半
径等因素， 科学合理规划老年助餐
服务设施布局，促进服务便利可及。
鼓励村（社区）工作人员、社会工作
者、 志愿者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
供送餐服务。 在场地提供、 运营促
进、税费缴纳、水电气暖价格、支付
结算、 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等方面予
以优惠、减免、补贴。 省财政厅、省民
政厅下拨资金 2.24 亿元， 对老年助
餐服务设施建设改造、 设备配置予
以补助。 税务部门对 195 家助餐企
业落实养老助餐税费优惠政策，减
免金额 3152 万元。 部分市县积极筹
集资金，对助餐机构运营给予补贴，
市级财政部门拨付运营补贴资金合

计 1766.7 万元。
同时， 各地注重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 积极培育优质助餐市场主体
和助餐服务品牌，探索形成了“养老
服务机构+助餐”“中央厨房+助餐”
“社会餐饮企业+助餐”“供销社＋助
餐”“社区食堂+助餐 ”“村集体+助
餐”等有效助餐模式，提升了服务能
力和质效。 在加强消防、燃气等安全
管理的同时，突出食品安全，强化过
程监管，紧盯食物源头、加工、配送
等关键环节， 促进安全措施落到实
处， 守住守好老年人 “舌尖上的安
全”。

各地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 ，
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难点，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 抽样调查显示，近
5 万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达 94.5%。
2025 年， 我省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
餐实际困难，推动构建覆盖城乡、布
局均衡、便利实惠、安全可靠的老年
助餐服务网络， 帮助更多老年人吃
上“暖心餐”。

（据《河南工人日报》）

弘扬雷锋精神 展示银龄风采

商水县委老干部局号召全县离退休干部：

□通讯员 吴继峰

本报讯 ３ 月 1 日，在第 62 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
商水县委老干部局发布 《致全县广大离退休干部倡议书》，
号召他们积极投身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弘扬雷锋精神，展
示银龄风采。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激励了
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商水县委老干部局在倡议书中号召：
全县离退休干部要争做新时代雷锋精神的传播者， 深入社
区、乡村和学校传颂雷锋事迹，教育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

因；要争做新时代雷锋精神的践行者，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
务和公益活动，主动到社区报到，参与基层治理，开展垃圾
分类宣传、矛盾纠纷调解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要争做新时代雷锋精
神的推动者，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爱护公共环境，围绕重要
时间节点开展“保护母亲河”“植树造林”等志愿服务活动，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为新时代文明实践贡献银龄力量。

该县离退休干部纷纷表示，他们会从自身做起，从现在
做起， 从平凡小事做起， 积极参与到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中，共同谱写新时代文明实践新篇章。

吴敬，1953 年出生
于太康县逊母口镇 ，
1980 年从周口地区师
范学校英语专业毕业。
1981 年 3 月，他到周口
棉纺织印染厂子弟中

学任教 ，1987 年 10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
提拔为周口棉纺织印

染厂办公室秘书。 1994
年 5 月，他借调到周口
地区经委负责编纂工

业志，2001 年 7 月调入
周口市装饰装修和墙

体材料改革管理办公

室 ，2013 年 5 月退休 。
他现为河南省书法家

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退休后的吴敬并未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发挥余热，在党

史研究、史志编纂、诗词曲联、书法艺术等领域作出了应有
贡献。

2014 年 8 月，受周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委托，吴敬开始编
写《中国共产党周口历史》第二卷。 因其曾负责起草第一卷，
领导认为他经验丰富且能吃苦、 爱钻研， 足以胜任这项工
作。 尽管面临时间久远、资料短缺、经济困难等不利因素，他
却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 100 多万字的初稿。 在编写

过程中，他不分昼夜，全神贯注地在简陋的办公室内工作。
由于条件有限， 他的办公室里既无空调也无风扇， 冬天寒
冷，夏天酷热，但他始终坚持，从未懈怠。

吴敬还参与了多部志书的编纂工作，如《周口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志》《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年鉴》《河南周口援建
四川江油志》《周口市志》《周口市教育志》《商水县烟草志》
《沈丘县国土资源志》《扶沟县国土资源志》等。 他因此连续
多年被评为周口市党史先进工作者、 周口市修志先进工作
者。

作为一名老党员，吴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
发挥专长，多次深入川汇区人和街道三义社区，积极向群众
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受到社区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他还
到李灵希望小学义务辅导学生练习书法， 致力于培养教育
下一代写好字、做好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文艺领域，吴敬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2015 年 6 月，他
的诗《除妖降魔壮国威》在第二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中荣
获一等奖；2017 年，他的诗作《周口》被《河岳诗词》第二期
“时代之声”采用；2021 年 3 月，他的《沁园春·周口颂》一词
获得周口市离退休干部“我为河山赋能助力”诗词比赛一等
奖。 他的论文《从〈书谱〉看孙过庭的辩证法思想》荣获周口
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他的论文《略论道家思想对书
法的影响》被《周口论坛》第三期采用。

据不完全统计，吴敬负责搜集、整理的党史手稿有 200
多万字、史志资料有 700 多万字。 吴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
释了一名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为党的事业、地方文化的传
承以及下一代的培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吴敬：不忘初心，奉献不止
□通讯员 靳新华 文/图

科学护眼 守护“瞳”真
������随着科技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 学龄前儿童视力问
题日益突出，保护视力对他们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至关
重要。

学龄前儿童视觉系统处于快速发育阶段， 视力从出
生时的低水平逐渐接近成人，但调节能力弱，易受外界影
响。 影响视力的因素包括遗传、环境和营养。 遗传因素会
影响学龄前儿童视力基础。 环境因素，如学龄前儿童过度
使用电子设备、拥有不良用眼习惯、缺乏户外活动等，会
对他们的视力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饮食在学龄前儿童的
视力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为保护学龄前儿童视力，可采取以下策略：控制学龄
前儿童电子设备使用时间，培养良好用眼习惯；保证学龄
前儿童每天户外活动时间 2 小时以上； 引导学龄前儿童
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菜水果， 并减少高糖和高脂肪食物
的摄取；开展视力保护教育，增强学龄前儿童自我保护意
识；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家长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度。

保护学前龄幼儿视力，需家庭、幼儿园和社会共同努
力，通过了解学龄前儿童视力发展特点、分析影响因素并
采取有效策略，为他们创造良好视力发展环境，保障其视
力健康。 ②25 （周口市实验幼儿园 赵明君）

吴敬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