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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菜园里有茄子、秋葵、黄瓜、四
季豆、空心菜，不久就能采摘了。”5 月 14
日一大早，在古田县凤埔乡苏墩村爱心助
残驿站旁的“爱心菜园”里，阿顺（化名）熟
练地给蔬菜松土锄草，十分细致。

今年70多岁的阿顺，是一名四级肢体
残疾人，在这个设在家门口的爱心助残驿
站工作已经 1 年多。此前，他在县城靠着
三轮车载客谋生，为了更好地照顾二级智
力残疾的儿子，他回到村里，一时生计没
有着落。

前年，“爱心助残驿站”依托村互助孝老
食堂成立，配备康复训练室、文体活动室等，
服务村里的残疾群众。阿顺和他的儿子不
仅可以在驿站内就餐，还受聘就职“爱心菜
园”，每月可获得600元的公益性补贴工资，
并享受每年2000元的“一户多残”补助。

“菜园子面积不大，工作量也不大，身

体也吃得消。”阿顺笑呵呵地说。在他看
来，这一份简单的工作，让他对未来生活
充满信心和希望。

像阿顺这样，生活因“爱心助残驿站”
而温暖改变的生动实例，在古田不胜枚
举。近年来，该县根据省、市残联和县委、
县政府部署，率先开展“爱心助残驿站”建
设试点，探索服务农村残疾人的有人服务、
有钱服务、有场所服务、有机制服务、有成
效服务的“五有”服务机制，为农村残疾人
在家门口搭建一个集就餐、康复、培训、就
业、文化娱乐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畅通基层服务残疾人的“最后一公里”。

在构建有人服务体系方面，古田县
将“爱心助残驿站”试点与村残协工作有
效衔接，由村残协负责“爱心助残驿站”
日常管理，残协委员分片挂钩残疾人，形
成完整服务网络；并组建志愿者服务队

伍，由热心群众、轻度残疾人组成，帮助
残疾人卫生保洁、送餐、种菜、义工；还设
立残疾人公益性岗位，鼓励有就业意愿、
有能力的残疾人到驿站工作，不仅解决
服务人员紧缺问题，还为残疾人提供了
就业机会。

驿站运营离不开资金支持。该县筹
集中央、省、市、县资金用于“爱心助残驿
站”建设，在县财政给每个孝老食堂开办
费及运营补助经费基础上，叠加省残联下
达每个试点村补助资金以及县残联、村残
协组织建设经费，同时广泛动员社会爱心
人士捐款捐物，保障了驿站持久运营。

在场所、制度保障方面，古田县依托
敬老院、孝老食堂改造餐厅，配置康复器
材、文体器材，部分驿站还配备手工室、阅
览室、医疗室、娱乐室、书法室，使“爱心助
残驿站”成为残疾人日间照料、康复训练、

文化娱乐的综合场所。此外，进一步规范
“爱心助残驿站”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考评
机制、挂钩帮扶制度，确保驿站管理运行
有条不紊。

截至目前，古田县全县建成省级“爱
心助残驿站”试点机构28个，市级“爱心助
残驿站”试点机构 13 个，服务农村残疾人
3600多人。

“小驿站”释放“大能量”。古田县残
联下阶段将进一步加大“爱心助残驿站”
试点建设，加大“爱心助残驿站”入驻推
广，提高残疾人康复服务、技术培训实
效，积极开展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村）活
动，让驿站真正成为残疾人播撒希望的
暖心港湾。 □ 本报记者 陈莉莉

古 田

爱心“小驿站”释放助残“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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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母亲节”到来之际，
霞浦县水门畲族乡团委志愿者、学生
团员、妇联代表等青年们，亲手制作母
亲节祝福蛋糕及花束，为参军家属、派
出所民警、环卫工人、孤寡老人、教师
等“母亲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本报记者 张文奎 摄

为树立“感恩母爱，弘扬美德”
的良好风尚，5月14日，市妇联、市妇
女儿童活动中心联合举办“巾帼心向
党 芬芳齐绽放”母亲节文艺汇演活
动。文艺爱好者们用古典舞、现代舞、
民族舞、瑜伽等文艺方式表达了对母
亲的爱及感激。本报记者 陈容 摄

▲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近期，东侨城市管理分
局组织对辖区内六个小区厨余垃圾占比率进行抽样
试点工作，了解宁德户数不同小区垃圾分类精准度，
以及不同类别垃圾的占比率情况，为垃圾分类工作
提供数据支撑。

厨余垃圾在城市生活垃圾中占有很大比重，因
其具有高水分、高油脂、高盐分以及易腐发臭、易生
物降解等特点，不宜直接填埋和焚烧，对厨余垃圾进
行单独的分类处置，可以更好地实现无害化、减量化
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居民是垃圾分类投放的主体，有序做好分类投
放是提升分类成效的有效举措。对此，东侨城市管
理分局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多次对试点小区开展入
户宣传活动，提高居民的分类意识，让居民了解厨
余垃圾的可利用价值。同时，督促各试点小区有序
做好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分类投放，积极配合厨
余垃圾收运管理工作。并在试点小区安排了垃圾
分类专职人员，配备电子秤，建立《四分类垃圾设
放台账》，对每桶垃圾进行称重，记录计算出厨余
垃圾占比率。

目前，6 个试点小区的厨余垃圾投放占比率得
到明显提升。下一步，东侨城市管理分局将持续
推进垃圾科学分类投放宣传工作，将试点小区经
验在辖区内各小区推广，全面提升厨余垃圾投放
占比率。

东 侨

科学合理分类投放
提升厨余垃圾占比率

本报讯（记者 陈容 通讯员 余汕康 吴虹
憓）为了增进社区居民的亲子感情，5 月 13 日，
宁德市委党史方志室，蕉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总队，蕉城区妇女联合会，金涵畲族乡金
溪社区党支部、居委会在蕉城区金涵乡金溪社区
联合举办“大手牵小手 你我共成长”家庭教育志
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家庭系统排列师王筠为参加活动
的 20 对母子、母女疗愈亲子关系。王筠老师通
过陌生家庭分组介绍、角色扮演、赠送花束等方
式，让孩子和父母互相表达情感，帮助家庭成员
自我探索、察觉人际互动、突破重大抉择，提升心
理健康水平，增进爱与被爱的能力。“通过此次活
动，我认识到亲子沟通交流的重要性，也学到一
些实用亲子沟通技巧，后续将运用到具体实践
中，努力改善、促进亲子关系。”参加活动的吴女
士说道。

金涵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金涵乡还将在课
程研发、活动实施、课时保障等多个方面推进辖区内
家庭教育建设，把家庭教育工作落到实处，积极探索
新的工作路径和模式，全面建设“家和万事兴”的金
涵乡。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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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疗愈亲子关系

本报讯（见习记
者 俞锦阳 通讯员 李
国镔 蔡炜炜） 5 月 8
日 ，被 拐 女 子 魏 小 燕
（化名）在古田县爱心
公益联合会志愿者及

“宝贝回家”志愿者的
带领下，时隔 35 年，重
新踏上了回家路。

“这条路我记得，
梦里出现了很多次。”
入眼记忆里熟悉的街
道，魏小燕一边走一边
感叹。

被拐走的那一年，
魏小燕 5 岁。她的父母
以卖水果为生，迫于生
计需要长时间推车沿街
售卖，把孩子独自留在
家中，这给了人贩子可
乘之机。

“那天我去车站寻
找母亲，想不到路上被
拐走，与家人一别就是
35年。”魏小燕说。

“这些年，我们夫妻
俩也多次寻找小燕，奈
何没有结果。”魏小燕的
父亲，67 岁的魏伯愧疚

不已地说。
魏小燕被人贩子带走后，辗

转了多地，最终被莆田的养父母
收养。养父母对她还不错，可是
想找到亲生父母的念头却“一直
没断过”。

终于，在孜孜不倦的寻亲努
力以及古田县爱心公益联合会、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公安机
关的协调帮助下，魏小燕迎来了
回家的希望：经过五次血样标本
采集，小燕与魏伯 DNA 数据于
2023 年 4 月下旬比对成功，两人
符合亲缘关系。

5 月 8 日，家人再相聚，魏伯
全程都紧紧握着小燕的手，不愿
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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