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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想创业却找不到合适的
办公地点？不知道自己的性格到底适
合什么样的行业？就业创业是老百姓
十分关注的问题。据文明办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梁溪区广益街道金和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志愿服务项目

“主流价值”与“特色亮点”相结合，为
居民提供家门口、一站式、全链条的创
业成长地。由金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橙色匠人志愿服务队运行的“宅
创业”志愿服务项目为社区的居民们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创业福利。目前已
有入驻企业27个，以小微创业为主，
项目涵盖新媒体、无人机、现代服务、
新型材料、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创业
带动就业110余人，辐射周边企业群
众5万余人。

企业高层管理者、985双学位硕
士、2021年“无锡太湖人才计划”高级
经营管理人才……这些是梁溪区金和
社区居民吴晶自主创业前的身份。
2023年初，他来到了金和社区，开启
转型做生涯规划这份助人达己的事
业。下定决心后的他遇到了初创公司
都会遇到的难题：场地、资金、人员
……怎么解决呢？金和社区橙色匠人
志愿者们向他伸出了援手，为他免费
提供创业场地，积极链接资源，安排创
业导师进行一对一的评估和指导，帮
助吴晶消除了创业初期的困惑。现
在，吴晶已经是“迈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的创始人，按照事先约定，创业者
需要结合创业项目将享受到的优惠转
化为具体服务反哺给社区居民。毕业
季即将到来，他先是做了一场《找准职
业定位 导航职业方向》的在线创客直
播，又将自行开发的“MBTI”“霍兰德”

“职业锚”等在线测评系统向社区居民
免费开放并提供线上+线下免费测评
和解读，帮助了大批社区毕业生和求
职青年做好了升学规划和职业咨询。

这样的创业成功案例不止一个。
“2018年，我自己做了一个短视频号，
当时一下子粉丝量就涨到了20万，我
觉得这是一个创业契机，但不知道该
怎么做，就求助到了社区。”有一定粉
丝基础的张思飞起了成立一家新媒体
公司的想法，但苦于没地方注册，也没
有启动资金，更没有办公场地，金和社
区橙色匠人志愿服务队的小伙伴们就
把她的诉求记录了下来，并向上级部
门层层申报，终于成功解决了公司注
册的问题，给她免费提供50平方米的
办公场地，累计申报了2万多元的创
业补贴。通过社区宅创业基地提供的
平台和机会，张思飞从2-3人的创业
团队发展壮大到了12名员工，年营业
额也增至300万元。吃水不忘挖井
人，她用自己互联网传播行业领域的
优势来回馈社区，她开通《“益”周金和
秀》脱口秀栏目，鼓励社区年轻人能够
主动发声，以年轻人的独有视角去看
待社区文化、剖析社会问题，打破了年
轻人参与社区活动就是参加社区志愿
服务的传统模式，让青年群体从文明实
践的旁观者变成了积极参与者。

（毛岑岑）

“老人瘫痪在床，无法外出，
有没有能上门做康复护理的人
啊？”“家中老父亲有慢性病，腿脚
不好，我在上海工作，有没有人能
定期帮忙买药啊？”“小伙子，我心
里不开心，能不能陪我聊几句
啊？”在日常热线接听中，座席人
员发现，老人们的需求各式各
样。各板块也在积极努力了解老
人们的需求，寻找口碑好、专业化
的服务商。

在经开区，工作人员敏锐地
察觉到老人们对生活照料服务的
多样化和个性化期待。为了满足

这一迫切需求，他们迅速行动，积
极与各类服务提供方对接，致力
于为老年人打造更加丰富、贴心
的生活照料服务。“多打电话，多
提需求，我们努力来满足”，经开
区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欢迎老
人和家属多打电话，只有摸准市
场需求，他们才能更好地做服务。

在接听电话过程中，一些客
服人员发现，有些失独老人，很需
要精神慰藉，需要有专业的心理
咨询师或社会工作者能够提供服
务。而有些有能力的服务商可能
对平台也不太熟悉，犹豫是否要

加入其中。据工作人员介绍，平
台不会向服务商收取费用，但对
其资质和能力会有考核，符合条
件的才能进入助老市场。

据了解，今年平台还将把做
好智慧助餐服务当作重点。目前
已上线了全市助餐地图，线上陆
续上架部分助餐机构菜品，加快
实现通过呼叫热线和“两屏”预约
下单；线下推广智慧助餐终端设
备，方便老人“无感”便捷化用餐，
更好守护锡城老年人的幸福“食
光”。

（晚报记者 黄孝萍）

多渠道向老年人介绍多渠道向老年人介绍““锡心医锡心医
养养””平台平台。。（（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老人呼叫，服务即到

空中“银发顾问”等你来约
“锡心医养”呼叫

服务中心从2月底开
始运营至今，受到不
少老年人的欢迎，这
项服务被市民亲切地
称为空中“银发顾
问”。从运营来看，老
人需求量较大的服务
有哪些？老人对该平
台的知晓率有多少？
哪些服务可以从平台
上获取？近几日，记
者走访了市区两级部
分平台了解到，呼叫
中心致力于老年人送
上“家门口”的非紧急
类医养服务，呼叫热
线可以做的事情其实
很多，老人有医养服
务需求可以拨打热线
咨询和预约服务。

昨天，市级“锡心医养”呼叫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该平
台自开通以来，截至5月22日，共
生成4200余单热线工单，其中占
比最大的是居家援助上门服务，
有的老人预约上门服务，有的想
了解一下自己还剩下多少服务工
时，有的咨询如何将上门援助服
务地址变更到新家。助餐服务工
单量排第二，老人想知道自己周
边有哪些点位，能享受什么样的
补贴。家庭医生和长护险等服务
申请量位居第三，这类工单一般
是老人家属咨询较多，他们还会
关心能否代老人申请。

截至目前，呼叫中心受理家
庭医生签约申请22单，签约成功
4单；受理长护险申请33单，办理
成功6单；家庭病床建床申请4
单，完成建床1单。像长护险、家
庭病床等服务申请需要专业人员
评估，并非即时反馈办理结果。
因此，申请办理业务前，老人可以
通过热线询问座席人员办理流程
和准备哪些材料；申请受理过程
中，老人也可以拨打热线了解办
理进度。

现在呼叫中心也可提供上门
康复护理、医院陪诊和辅具产品
租售服务。市民张先生做手术住

在锡山人民医院骨科，因没有人
照顾，他在平台上约了一对一的
陪护服务。平台上有专业第三方
服务商，护工队伍专业且人手充
足。张先生选了一位无锡本地护
工，语言沟通没有障碍，饮食习惯
也很接近。护工每天都会到医
院，照顾他的日常起居，陪同他进
行医疗检查，还会关心他的心理
需求。工作人员介绍，陪护类的
医疗服务目前准入门槛较高，比
一般中介请来的护工的专业度更
高。还有一些家属会在灵锡App

“锡心医养”模块挑选轮椅等辅
具，方便老人的日常生活。

“锡心医养”平台开通时间不
过两个多月，部分老人知道平台
多是从媒体和社区等渠道，不少
人对平台还处于“陌生”阶段。呼
叫中心座席人员会对老人做服务
质量回访，但有的老人初次看到
966666、966669这种短号码，多
少还会有些疑虑。为此，各地也
在加紧宣传，如通过线下活动、助
老员上门服务和发放社区海报手
册等方式，让更多的老人了解“锡
心医养”呼叫服务中心。

“锡心医养”平台是全国首个
综合性为老医养服务平台，拥有呼

叫热线、手机屏、电脑屏等多个渠
道，每天早8点到晚8点可高效精
准便捷预约“家门口”的非紧急类医
养服务。老人或家属可以根据自
己的习惯，通过电话、“灵锡”客户端
和网页选择自己呼入的方式。经
开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有些老人一
大早或晚上也会拨打电话。对于
非运营时间内的每一通未接电话，
他们都会细致入微地进行回访，确
保不遗漏任何一份关怀。

对于客服人员，市区都进行
了严格的遴选和培训。像经开区
座席人员平均年龄不到35岁，起

点为大专学历，本科人员占比
30%以上。政府部门对这些接线
人员进行了10多轮培训，不仅具
备丰富的医养知识，更懂得如何
与老年人沟通，为他们提供贴心、
周到的服务。经开区“锡心医养”
平台通过与民政、卫健等部门的
紧密合作，共同探索医养服务的
新模式、新路径。平台力求精准
地把握老年人的需求，为他们提
供更加符合实际需求的服务。每
个工作人员手头都有一个“知识
库”，里面梳理了市区两级政策，
会给老人最权威的政策解答。

服务工单诉求有“养”也有“医”

从“鲜为人知”逐步至“家喻户晓”

符合条件的服务商才能进入助老市场

在家门口
能创业成功吗？

这个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
不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