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网e家·家政
10 2023年2月2日   本版编辑／吴雯倩    美编／熊晓丽

E－mail:wuwq@fengone.com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妇联   指导
湖南今日女报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省家协   主办

一心一意服务“一老一小”，长沙开启家政新业态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雯倩

近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印发 《长沙市“一老一小” 整体解决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每个街道至少建成
1 所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 个具有示范效应的托育机构。而此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门印发的《关
于推动家政进社区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23 年底，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重点推进城
市的社区家政网点服务能力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

养老和托育是家庭服务中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正是家政进社区的创新点之一。湖南如何更好地让
服务落地？“阿姨”们动了脑筋。

明亮的教室、木制的桌椅、色

彩缤纷的墙画……走进长沙市雨

花区湘天社区的小青苗托育中心，

映入眼帘的便是舒适温馨的环境

和富有童趣的设计。

“太好了，家门口有了托育园，

活动室、游戏区等一应俱全，我

们再也不用为孩子无人看管而发

愁了。”谈及家门口的托育服务，

宝妈高女士乐得合不拢嘴，“我和

爱人是双职工，平时工作比较忙，

没有办法全天候照看孩子，女儿

的看护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托

育服务解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新

学期马上开学了，希望孩子在这

里健康快乐成长，我和爱人也能

更安心地工作了。”

作为湘军教育民生实事“放心

托育”的其中一个点，这样的社

区托育中心已在长沙铺开了30个。

小青苗托育品牌联合创始人、湖

南湘军职业学校高级讲师熊姣介

绍，小青苗托育中心采用专业团

队管理，融入智慧化信息管理技

术，为 27 个社区提供托位 680 个，

实现已落地社区内托育服务 15 分

钟服务圈。

“以湘天社区为例，我们设置

了 2 个托班、30 个托位，能够为

社区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

计时托等多种方式的服务。”熊姣

介绍，针对家长关注的安全问题，

托育点内安装了人脸识别门禁、

智能报警等设备，并进行了视频

监控全覆盖。

“老师很专业也很细心，我家

二宝去年入园，在语言、习惯、

社交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进

步。”家住雨花区的蒋先生表示，

由于夫妻俩白天上班，二宝就会

送到姥姥家，晚上再由夫妻俩接

回去，“老人带得比较娇，后来看

到小区转角的这家托育中心，白

天送、晚上接，很方便还省心。”

蒋先生说，对于托育中心的灵性

教育理念，他和妻子也比较认可。

在采访中，当问及选择托育服务

的主要原因时，不少家长都表示

除了看重安全性、离家近外，科

学早教的确是关注点之一。

“年轻父母对于幼有所育的需

求越来越多，托育不仅要做到普

惠，还要做到放心、科学。”熊姣

表示，新的一年，她希望做精做

亮“放心托育”服务品牌，充分

发挥效能作用，挖掘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秉承办好“家门口的托

班”，全力打造“放心托育”婴

幼儿照护服务“青苗模式”，让托

育服务能够真正造福于社区家庭，

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实际感受度、

满意度和幸福度。

她把助餐助浴服务�����������

兔年正月初八，暖阳高高

照，家住长沙市长沙县泉塘

街道杨庄社区 74 岁的李奶奶

来到麻利婆家政的社区康养

驿站。从腊月到正月，驿站

的服务升级工作一直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着，不时有老人地进行着，不时有老人进行着，不时有老人

前来询问，什么时候能开门，

能否进行问诊监测，能否预

订老年餐。

“子女们都去外地上班

了，我们几个老姐妹想出去

转转，可是家里的老倌子走

动不方便，买菜做饭搞不了

……”李奶奶将自己的难处

跟工作人员一说，马上得到

了回复：“我们有专门的助餐

服务，都能帮您解决用餐问

题的。”工作人员一��李奶。”工作人员一��李奶”工作人员一��李奶

奶介绍，一�仔细地记下李

奶奶老伴的食物禁忌，拟定

了一份初步的助餐食谱。

“现在我们的服务正在快

速�助餐 2.0 版本迭代。”麻麻

利婆家政创始人李����李����

着介绍，去年 10 月，�一家�一家

社区驿站在长沙县开业，推

出了“中央厨房”式的助餐

服务，“统一安排食谱、采购

食材、制作分装，老人自行

打饭回家吃”。。

经过两个月的服务观察

和满意度调查，她发现，老

人虽然认为助餐服务省心省

力，但对“大锅菜”确实难

以说“爱吃”。在细心研究老

人需求后，李��马上着��

启动服务升级计划：由“中

央厨房”式助餐服务�“家

庭用餐”式助餐服务升级。

她介绍，家庭用餐式助家庭用餐式助

餐服务是由驿站提前��记由驿站提前��记

录报餐老人的饮食喜好、食

物忌口等信息，根据每天报

餐老人的数量和饮食需要拟

定专属食谱，老人可以过来

“吃围席”。“老人围坐一起

吃更能感受家的气氛，定制定制制

的饭菜也更合胃口。”李�

�说。

除了围桌用餐，驿站也

开辟自己�餐和送餐上门两自己�餐和送餐上门两�餐和送餐上门两

种方式，老人�家属可以来方式，老人�家属可以来，老人�家属可以来

自行�餐，不方便来�餐的

高龄独居�身体不便的老

人，也可以由工作人员送餐

上门。

“她们特别有耐心，服务

也不错，真的太方便我们老，真的太方便我们老

人了。”李奶奶一个劲地点赞。

看到老人喜�颜开，李�

�别提多高兴了。

从 2022 年上半年开始，

李��积极响应家政“领跑

者”行动工作要求，进入社

区服务新赛道。

老人最需要哪些服务？

李��费了不少心思。她用

了大半年的时间深入若干社

区调研，又制作调查问卷走

访老人家庭。“我发现做饭难、

洗浴难、保洁难、看病难是

困扰老年人的‘四大金刚’。”。””

李��说。

于是，她下沉社区，分别

在长沙望城区、长沙县、开

福区的部分社区开始试点开

办服务门店，为社区老人提

供助餐、助浴、保洁、问诊

等服务项目。

长沙县泉塘街道阳高社

区就是其中之一。

该辖区内有一片高等院

校的老旧住宅区，不少离退

休教职工居住于此，有非常

突出的养老需求。辖区内的的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一直在探

索服务方式。�过一年多的。�过一年多的�过一年多的

考察，物业与李��达成共

建协议，在小区建设康养驿

站，让老人们在家门口享受

到日间照料、文化娱乐、健

康管理、家政便民、康复理疗、

中医调理、助餐、助浴等精

细化服务。

除此之外，李��还打造

特色与实用服务产品，科学

规划工作空间，完善配餐室、

中医室、康复室、文娱活动

室等多功能配套设施。“未来，

驿站将关注老人需求、结合

新技术新模式，积极探索老

人认可的可持续性发展养老

服务模式。”李��说。

1月13日，在长沙芙蓉北

路街道江湾社区家政服务中

心，年近��的�奶奶�着一近��的�奶奶�着一��的�奶奶�着一�奶奶�着一�着一

小�车旧衣裳急匆匆赶来。

“这些旧东西扔了太可

惜，听说可以拿来兑换，请

人上门搞卫生，简直不要太

好了。”�奶奶面�喜色地说，�奶奶面�喜色地说，面�喜色地说，

为迎新春�拾屋子，她�出来她�出来�出来

了两大箱旧毛衣、旧被子，“有

的都存在家里快十年了，一直

不知道怎么处理，刚好也准

备请人上门做卫生，这一换

俩都解决了，真好真好”。

“既能处理家里的闲置品

给家腾出空间，又能换�生

活所需，每次活动都异常受

欢迎。”鼎好家政�关业务��关业务�业务�

责人程红玉介绍，她每月都

会轮流去到不同社区的家政

服务中心，定期开展�中的

旧衣换保洁等多种活动，每

次活动会提前一周发布�知，

“以‘旧衣换保洁’为例，让

辖区居民提前把家里不穿的

旧衣物、旧物件等�理出来，

届时送至服务中心进行兑换，

旧衣重量达到 100 斤以上的

家庭还可以电话预约上门�

件”。

程红玉说，最初是看到政

府推动垃圾分类，很多客户

家庭旧衣服基本丢弃垃圾桶，

这样做一是不环保，给垃圾

分类增加了�担，二是造成

了资源浪费，“因为废旧衣物

本身并不值钱，大多数家庭

出于面子基本不会买卖，所

以就想能不能借助某种方式

来兑换服务，既可以节能减

排，又能给业务引流。”她表

示，截至目前，鼎好家政已

开展 40 多场换购活动，换购

旧衣服 30 余吨，社区和居民

的反馈非常热烈。

“除了旧衣换保洁，我们

还开展了家庭餐制作、免费

家政课堂等各种与居民生活

息息�关的服务活动，每次

都很受追捧。”程红玉认为，

推动家政进社区可以在很多家政进社区可以在很多

细节上动脑筋，既帮助本社帮助本社本社

区居民就近、就地就业，又

能提供更高效、安全、便捷

的服务，真正打造 15 分钟生

活服务圈。

她让宝��������������������������

她为�庭开通旧衣换保洁服务服务

社区老人将家中旧衣送来兑换保洁服务或日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