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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养老机构的智能化建设而言，政府需要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宣传引导、示范放样的力度；作为养老机构，要放

眼长远算大账，深刻理解智能化带来的高效、便捷、确定性等特点，以及降低人力成本、提供安全防护服务的精准度

等优势；作为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的企业，要善于提供多样化的产品，以满足不同养老机构和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

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产品利润，让养老机构用得起、喜欢用，成为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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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让养老更智慧更轻松
□ 杨伟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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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大家谈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
老问题受到政府、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就无锡而言，截至2021年底，60岁以
上的老年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147.38万，
占比接近20%。这几年，无锡探索运用互
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有
效整合医养康服务资源，建立“互联网+智
慧养老平台+呼叫中心+智慧终端”的智慧
健康养老服务模式，打造适老化改造、家庭
照护床位、居家上门服务、助餐配餐、老年
人能力需求双评估等为老项目，让老年人
享受到更专业、更多元、更便捷、更贴心的
智慧康养服务。前不久，新吴区的旺庄街
道还获评“全国智慧健康养老示范街道”的
荣誉称号。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
无锡的智慧养老在省内甚至国内都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但是，总体上的推进情况并不

尽如人意，还存在着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协
调等问题。就养老机构来说，参与智慧养
老的积极性不高，即便接入了平台，其使用
频率也不高，原因包括政策引导扶持宣传
不够，养老机构对智慧养老在认知上的不
到位，设备改造、系统升级等带来的经济压
力等。

智慧养老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凡新生
事物，都有一个从理念、设想到落地、成长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想高效、可持续
地落实，相关各方形成共识、达成最大公约
数至关重要。就养老机构的智能化建设而
言，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提供高品质的
养老服务，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为此，政
府需要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宣传引导、示范
放样的力度；作为养老机构，既要面对现实
算小账，认清运营过程中的难点痛点，做到
固强补弱，更要放眼长远算大账，深刻理解

智能化带来的高效、便捷、确定性等特点，
以及降低人力成本、提供安全防护服务的
精准度等优势，乃至于对机构形象的塑造、
服务品质的提升等带来的长远价值；作为
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的企业，要善于提供
多样化的产品，以满足不同养老机构和老
年人的个性化需求，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
产品利润，让养老机构用得起、喜欢用，成
为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当然，从智慧养老中受益最多的应该
是老年人，他们能切实体验到获得感、幸福
感和满意度的提升。比如在福州市的一些
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通过智能健康一体
机免费体检，设备自动生成血糖、血脂、胆
固醇等健康检测报告。在智慧长者食堂，
老人们刷脸就可以支付点餐，避免了忘带
手机的尴尬。在日间照料中心，老人不用
带钥匙，刷脸可进房间，床上铺着“智慧床

垫”，可以24小时监测老人呼吸、心跳等生
命体征，一旦老人突发疾病，床垫立即自动
报警，护理人员第一时间赶到老人身边。
这些高科技设备的应用，给老人带来了乐
趣和方便，也为养老机构减少了用工成本，
提升了服务的精准度和服务效率。

做企业，做的就是趋势。科技，正在逐
步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领域。养老行业
也是一样。传统的养老服务，满足的是基
本的、共性化的需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
养老服务，能够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
求，这恰恰是智能化的强项之所在。养老
行业是一个巨大的蓝海，各地也都在探索
实践中，有的已经开始尝到了科技赋能的
甜头。市场足够大，蓝海在呼唤，如何走好
具有无锡特色的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之
路，值得期待。

（作者单位：无锡市民政局）

读了《无锡日报》前不久刊登的《对乱
涨价行为要果断亮剑》一文，联想到亲眼
看见的“抢”菜场景，笔者感触良多。前些
日子发生的“抢”菜大战，其实不光“抢”
菜，还“抢”米、面、油等物品。不少零售摊
主大肆抬高蔬菜价格，扰乱了正常的市场
秩序，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完全违
背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根本宗旨，确
实不能容忍。

现在每个地方都很重视应急安全工
作，针对突发状况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
案。有备才能无患，对于家庭来说，平时
也应该有应急安全意识，可以适度地储备
一些米面油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也可以
备上一些保质期稍长的蔬菜放在冰箱
里。因为一旦有疫情或是雨雪冰冻等极
端天气袭来，地方政府各部门肯定会组织
力量快速调运货源，加大供应力度，但是
这中间总会有个时间差。在这段时间里，
市民家里如果有一些储备物资心中就不
会慌张，可以避免在短期内出现“千家万
户齐出动，纷纷抢购乱哄哄”的局面，对于
安定人心、稳定市场是十分有益的。农贸
市场管理单位平时可以利用场内广播、板
块牌等多种形式，加大对摊主进行市场经
济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并对他们开
展职业道德的教育引导，提高其守法经营
诚信经营的自觉性，尤其要在物资供应紧
张时牢牢守住不乱涨价、不赚黑心钱这条
底线，共同维护好市场经营秩序。

普通市民家里还可以添置强光手电、
防毒面罩、安全绳、灭火器等储备物品，以
防遇到火灾等突发情况时可以快速自救
应对。应急安全管理部门平常要多开展
一些应急安全教育，提高市民的应急安全
意识，让广大市民一起加入到守护城市安
全运转的行列中来。

（作者系退休职工）

增强应急安全意识
家庭备些物资也无妨

□ 费德生

入春以来，花团锦簇的樱花牢牢站稳花
木观赏的“C位”，光影绚烂的鼋头渚夜樱、京
都风情的拈花湾樱花都成为热门打卡地。相
对于樱花的火爆，桃花、梨花等花木就显得星
光黯淡，虽然近年来，桃文化节等节庆品牌影
响力和吸引力都有了提升，但相比樱花而言，
热度和规模仍然略逊一筹。

这其中有花木本身的原因，以桃花和樱
花为例，桃花和樱花都属于蔷薇科，一个桃
属、一个樱属，由于历史的原因，樱属分化出
樱花和樱桃，一个侧重观赏、一个侧重食用。
经过多个国家几百年的繁育，樱花花量大、花
色多，可以说是观赏界的专业运动员。基于
此，樱花也成为各大园林景区的景观宠儿。
相对于樱花的观赏属性，桃树更多的是作为
经济作物，除了少数观赏桃品种在园林中作
为点缀外，大多还是见于乡村田野、林木果
园，在景观上往往疏于设计。同时由于其经
济属性强，节庆活动期间，桃园往往有专人看
管、悉心呵护，有的干脆是拉起防护网、可远
观不可进入，在观感和体验上更是少了那分
味道。梨花、杏花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城
里、乡下生长空间都不够多，让很多青少年只
闻其名、不见其影，久而久之，对这些花木的
情感也就疏远了。

桃花、梨花、杏花等花木，在悠久的历史
发展中，早已超脱了花木观赏的本身。“桃之
夭夭、灼灼其华”的古典浪漫、“惆怅东栏一
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的寂寥感慨、杏花烟
雨江南的水墨画卷……可以看出，这些花木
承载了传统文化和人们的乡愁，保持花木多
样性是值得关注的课题。当然，壮大一些花
木的规模不是一蹴而就、简简单单的，而是
要尊重规律、循序渐进。在这个过程中，不
妨从“颜值”着手，多一些精心匠心的设计。
花木虽各有差异，但并无高下之分，只要摆
布得当，同样可以赢得满堂喝彩。美好的体
验，永不过时，要通过叠山、理水、造景、育
苗，塑好园林景观、提升文化气质，把“小家
碧玉”的果木园林打造成更具风情的“时尚
名模”。

保持花木多样性，还可以从“体验”着手，
多一些巧思妙想的创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
承，并不意味着要用传统的方法思路，要针对
一些新圈层的个性化需求，创设更多的汉服
游园、电影工厂等活动场景，推出更多的剧本
杀、投壶游戏等体验活动，通过AR、MR等新
技术新方式，让花木文化的“元宇宙”更加丰
富多彩。要提升游客的体验感，提升花木文
化的吸引力，推出更多暖心贴心的举措。如：
畅通交通网络、优化基础设施、丰富活动元
素、提升服务品质，把赏花和休闲体验融合起
来，提升体验感、聚集人气，在见人见物见生
活中提高游客的黏性，让花木文化在浓浓春
意中绽放新的光彩。

（作者系机关公务员）

保持花木多样性
传承文化记住乡愁

□ 胡竹生

新闻回放：这段时间，在广州南站等大
湾区铁路枢纽，数百台智能防疫黑科技——

“防疫卫士”已经上岗，乘客可以不掏手机亮
码，刷身份证就能同时显示身份信息、健
康码、体温等内容，2秒通关。据统计，“防
疫卫士”投入使用以来，广州市内重点交
通枢纽已通过智能健康防疫查验终端核
验旅客总计129万人次，日均核验约3万人
次，累计排查健康码异常5948人次。

（据《广州日报》）
快评：疫情期间，各式各样的防疫黑

科技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拿广州南站等
大湾区铁路枢纽“防疫卫士”来说，刷身份
证核验健康码实现了智慧防疫，成功化解
疫情期间因为扫码或者刷健康码而产生
的人员扎堆问题。这一防疫黑科技不仅
效率高，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兼顾到不能
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需求，让我们看
到了疫情期间科技防疫的温情一面。

科技防疫，不光是为了阻击疫情，也
是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健
康。在大量科学扎实工作的基础上，最大
限度方便市民，在疫情环境下最大可能减
少干扰，保证正常秩序，就是坚持人民至
上。无锡地铁三阳广场站大东方商业街入
口，一排外卖自助取餐柜近日开始试运
行。“零接触取餐”在方便消费者的同时，也
满足了疫情防控需要。杭州推行“弹性公
交”的智慧交通系统，积极探索公交车辆车
型动态化调整，确保线路车辆车型与线路
客流更加匹配，在充分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的同时，提高公交运营效率。面对复杂严
峻的疫情防控形势，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需要更多科学技术的介入，需要推出多
种防控实招，需要全民抗疫的智慧和力量。

疫情防控是为了守护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不光要有强有力的疫
情防控措施，也应该兼顾到群众的生产生
活。一项新举措的落地，群众身处一线，
有最真切的感受。新举措是否真正便民，
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是受到影响较
大的困难群体的意见。事实上，群众意见
最大、问题反映最多的地方，往往就是工
作最需要加强的地方。充分收集群众提
出的意见建议，才能不断改进工作，优化
流程，提高防疫效率。 （王皖杰）

科技防疫重在便民

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是推动乡村产业
兴旺、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实现共同富裕
的有效途径。从无锡的实践来看，各类农业
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有效促进了农户
与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激活了农村土地资
源，促进了农业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发
展，推动了农村产业发展。

但也要看到，无锡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发
展中还面临不少困境。发展环境不轻松，缺
乏政策的全面支撑。一些政策出台后缺少配
套细则，导致难以精准落实。部分手工业农
业专业合作社没有现成的组合模式、经营模
式和发展模式，一切都在摸索中进行。村民
对合作社还心存疑虑，一些人对合作社的功
能、作用、发展方向知之不多，对合作社特有
的合作机制更是不甚了解，因而参与的积极
性不太高。此外，合作意识和合作氛围不太
浓，联系不紧密。在农业合作社的初创阶段，
合作社成员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合作意识不
强，有利则合、无利则散，没有真正结成“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怎样进一步做大做强无锡的农业合作

社，进而推动无锡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呢？政
府层面要进一步给予全面、精准的政策支
持，现有政策要能落实到位，加强相关部门
工作协调，争取各个职能部门的支持和配
合。比如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引导下，宜
兴西望合作社已形成了家家户户制作紫砂
作品的繁华景象，紫砂工艺产业化经营水平
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得到了显著提高，推动了
紫砂产业蓬勃发展和农民增收。应该将一些
好的合作社的经验做法宣传推广到无锡其
他镇村，从而起到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的良
好效果。

就合作社自身而言，要以规范合作机制
和提升产品层次为重点，带领社员闯荡市
场，合力打响农业品牌，把农业产业不断做
强做大，将产业发展成为带动农民社员致富
增收的支柱产业。合作社可以举办多种形式
的活动，做好横向的交流合作，积极将农产
品推向国内外市场。组织社员积极参加各种
展览、展销和文化交流活动，积极营造“抱团
闯市场”的氛围，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层次

和知名度。合作社还要不断总结合作经验，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规
范化建设，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
平等、管理民主”的原则，着力推进合作社
依法、规范、快速发展。正确引导和推进合
作社各方面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尤
其是要注重社员的文明程度提升，以道德的
进步促乡村产业发展。

农民社员是合作社的主体，素质提升至
关重要。合作社应建立健全社员业务技能的
培训制度。明确入社社员的责、权、利，加强
入社社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的培
养。根据社员的文化层次、技能状况和年龄
结构，分批次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工
作。对文化程度高、技能好、年纪轻的社员进
行创作、研究性的培训，培养合作社的中坚
力量。对一些年纪相对大一点的、技能基础
不太好的社员，着重提高他们的业务技能，
进而促进产品档次提升，增加他们的收入。
还可以适时开展一些业务研讨交流，加强业
务切磋和理论研讨，为合作社发展营造良好
氛围。

（作者系无锡市委党校副教授）

做强农业合作社，让乡村产业旺起来
□ 周及真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其中明
确，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此举迅速引发媒体与社会关注。教育的一项重
要原则，是有教无类，对受教育者不问出身、一视同仁。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
息，可以让学生受到更公平对待，营造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生态。当然，学校了解家
长的一些基本信息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家校互动、家校共育，不应对学校采集家长信息予以
全面禁止。 （洪萍 文 / 罗琪 作）

呵护好教育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