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朝阳汇入夕阳薄暮

为顺应人口老龄化趋势，响应养老人才发展政
策，盛康集团打造出全业态产品，为株洲老人提供专
业、温暖、自在、品质的健康养老服务。在助力中国大
健康体系建设的同时，盛康集团也正在以校企合作的
模式，为养老行业的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为行
业输送新鲜血液。

目前，盛康集团与湖南省特教中等专业学校、湖
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都已开展“校企合作”，实施健
康养老产业人才实习项目，面向未来的养老生力军似
乎已经在此找到了适于生长的土壤。

“学生们将分组对养老中心的老人进行多对一、
多对多的照护，包括心理疏导、日常照料、互动交流
等。”2019级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班主任贺维告诉笔
者，每年学校都会送一批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
到养老中心，在这里就老年健康照护技术、老年心理
维护与服务、失智失能长者照护实务、老年人综合能
力评估、老年活动策划等方面展开理论和实践学习。

一般人眼里的老年护理，真正专业地开展起来，
需要深入了解老人们的生活情感需求，为他们的日常
生活排忧解难，增色添彩，这就要求陪护人员不仅能
唱会画，更要掌握心理学知识，拥有较高的沟通技
巧。对于这群还在校园的年轻人来说，学校的知识不
足以展示老年世界的真实全貌，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还
未入行就撞见生命陌生的另一端。对此，今年在湖南
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高职组养老服务技能赛荣获三
等奖的彭燕说道：“养老是个朝阳产业，自己就是护理
专业出身，盛康是大平台，做养老很专业，培训体系很
完善。我在这里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让我对职业
发展路径有着清晰的认知。”

“‘90 后’、‘00’后已经渗透于养老行业的各个
层面，比如我们养老中心的医生、护士、厨师、运营等
各个岗位都有‘90后’、‘95后’员工。他们专业过硬，
学习能力强，对新鲜事物接受度高，对老人又很有耐
心，深受长者和家属的喜欢，养老行业非常需要这样
的新鲜力量加入。”盛康·国际颐养苑院长马必兰表
示，随着越来越多“90后”、“00后”员工的加入，也许
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服务于“夕阳”的行业将迎来真正
的“朝阳”时期。

作为株洲市获得国家第一批城企联运普惠养老
单位，盛康集团为了感恩回馈社会，特以感恩价推出
国际颐养苑之乐养楼的100个普惠养老床位，入住费
用最低每月包吃包住只需要2080元，让普通群众、工
薪阶层可以享受到经济实惠的养老服务。

有 意 向 的 市 民 ，可 拨 打 0731—28838999/
22327995预约专车，进行实地考察。

（文/白夭夭 图/盛康集团）

校企合作，助推养老人才培养

“嗲嗲，你看看你照片上多
帅气！”今年79岁的王焕淼老人
因中风不得不卧床，需要非常
专业的护理。照顾他的护工，
是几名地地道道的“00后”，每
日遵医嘱保障老人的饮食、用
药、康复训练和日常照料。

在盛康·国际颐养苑，像宋
晓莉这样的“00 后”学生有很

多，仅这一批就有 46 人，他们
都是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的学生，就读老年服务与管理
专业。

“乖”“专业”“细心”“服务
态度好”是这里很多长者及家
属对这些年轻人的评价。如青
春朝阳汇入夕阳薄暮，这些年
轻人的加入为这里注入了新的
活力。

“养老中心就像一个大家
庭一样，工作人员把我们当长
辈，我们把他们当孩子。”住在
颐养楼的夏奶奶说道。她特别
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经常对
年轻人说：“咱们聊个5毛钱的
天”。70多岁的肖爷爷说：“李
子柒的故事、前浪后浪的讲解，
不但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也让
我们与时俱进，不和社会生活
脱节。”

“刚去的时候，很多比较内
向的老人都不太搭理我们，相

处久了，他们逐渐接纳我们，每
天也很期待我们去找他们，整
个状态也会变得活泼很多。”学
生陈亮表示，正是这些“温暖”

“人情味”“依赖感”让他喜欢上
这里。

“曾经我以为，养老无非就
是物质条件的差别，吃得好一
点、住得好一点，就是好机构。
其实，老年生活也是生活，不止
于温饱、安全、健康等基础需
求，更应该要活得体面、尊严，
活出这个年龄段的精彩。我们
为这些长者组织文艺晚会，教
他们使用智能手机，跟他们一
起下棋、唱歌、绘画，都是在不
断为长者创造新鲜的体验。”从
小被奶奶带大的宋晓莉，对老
人有着更多的亲切感，在这里
她深切地体会到“老还小”的涵
义，“长者们也有年轻的心态，
也爱追星、追剧，他们也需要更
多的陪伴和安慰。”

▲老人看到学生宋晓莉拍的
照片，开心地笑了

距离天元区中心不到
10 公里的车程，盛康·国际
颐养苑——这所医养结合
的专业养老中心被枫溪曲
尺村的三面青山环绕，一幅
小隐隐于野的“世外桃源”
景象。

盛康·国际颐养苑修建
着 4 栋建筑，共设计有 1300
多个床位，为株洲市活力老
人及非自理群体（失能、失
智、空巢、失独等）提供养老
服务。

在盛康·国际颐养苑诸
多的个性化服务项目中，校
企合作带来的护理新模式
正吸引着大众的关注。年
轻人的朝气正在稀释老年
生活的暮气，为长者的生活
注入鲜活的动力，“再年轻
一把”似乎并非虚无缥缈的
口号。

▲学生们正在陪老人唠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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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与“迟暮”心相连
——大学生在盛康体验专业的养老服务

盛康盛康··国际颐养苑实景图国际颐养苑实景图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属于
无物业管理小区，由业委会聘
请一位王师傅负责安排小区
的卫生、绿化、治安等工作。

王师傅表示，小区里的绿
化树树冠过大，已经无法支撑
树干，春夏季如遇暴雨天，冬
季遇下雪天，树木折断几率较
高，对业主及车辆停放存在安

全隐患。
“你看，这些树已经成危

树、死树，为了消除安全隐患，
才请绿化公司将它们处理掉，
后期准备移栽桂花树。”王师
傅说。

对于王师傅的说法，居民
张女士并不认可，“明明都长
着树叶，怎么就成了死树，就

算有枯树，也不用满小区的玉
兰树全部砍伐？”

更让业主不解的是，砍树
一事并没有在小区公共区域
张贴通知进行公示，也没有在
小区微信群进行告知，业委会
也没有组织业主商议讨论，物
管处和绿化公司砍树的目的
不得而知。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该小
区看到，玉兰树被锯成一个个

“梅花桩”，树桩根部直径约有
半米，树干垒成一堆，满地都
是被修剪的树枝、树叶。

“一觉醒来，看到那些树
桩，真叫人心疼啊！”冯先生告
诉记者，上午 8 点半左右，他
在楼下散步，就看见施工人员
开着挖掘机进入小区，并开始
用电锯锯树，声音特别大。

“这是公共绿化区域，你
们凭什么砍树？有没有得到
审批？”冯先生向施工人员提
出抗议。施工人员没有搭理
他，埋头继续干活。不到一个
小时，该小区 3 单元的 3 棵玉
兰树被锯断，一辆挖掘机将树
桩连根拔起。

“你看，这些树长了 10 多
年，好不容易才绿树成荫，现
在被砍了，太可惜了！”“我家

是低楼层，多亏了这些大树遮
挡阳光，现在连绿荫都享受不
到了。”“每天清早起来，鸟叫
声不绝于耳，现在只能成回忆
了。”对砍树行为，几位业主纷
纷表达惋惜之情。

他们一致认为，小区内的
树木属于公共绿化的一部分，
归属权属于全体业主，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能擅自砍伐。

依江苑13棵大树被砍
居民好伤心！
园林绿化部门：没有审批就砍树属违规行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马文章）曾经葱葱郁郁、近3层楼高的玉兰树，不到1小时，就在电锯声
中轰然倒下，谁干的？

5月31日，家住天元区金锦社区依江苑小区的冯先生向晚报热线28829110反映，陪伴小区住户十余
年的13棵树，全部被砍伐了。他气愤地说，小区随意砍树的行为涉嫌违法。

13棵树被砍成树桩

“这些都是死树，将栽种桂花树”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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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内的绿化树木能不
能随意砍伐？是不是由业主
委员会决定呢？

记者咨询了市园林绿化
中心，一位唐姓负责人表示，
小区修剪、砍伐绿化树木，需
要向街道、社区、园林绿化部
门提交详细说明，办理相关审
批手续。与此同时，小区绿化
也和小区设施整修等审批程

序一样，也要征求三分之二的
业主同意才可行。

“该小区没有走任何审批
程序，就肆意砍伐树木，显然
违规。”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由
于园林绿化部门没有行政执
法权，目前，该小区砍树一事
已经移交城管部门。

市城管局行政执法支队
园林绿化执法大队一位刘姓

负责人了解此事后表示，“小
区不是独立王国，小区里的绿
化树木不仅仅是小区业主共
有的，而应是全社会的一部
分。违规砍伐，城管及园林部
门将进行处理。

截至记者发稿前，城管部
门和辖区派出所已经介入调
查，并叫停砍树行为。

砍树要审批，还需相关业主同意

▲被砍的玉兰树树干垒成堆，枝叶散落一地。记者 马文章 摄

“湘天桥路”不规范
民政部门：将要求城管部门更正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同一条
路，沿线路灯杆上标识显示为“湘天桥路”，临街门
面前的门牌上为“天桥街”……5月28日，有市民拨
打晚报热线 28829110 反映，他在石峰区逛街时发
现“一路多名”现象。

同一条路冒出两个路名，到底以哪个路名为准？

反映
天桥街还是湘天桥路？让人找不到北

“老地名了，说不出哪个是对的。但一说地名，我
们都知道是指这条路。”对于路名是“湘天桥路”还是

“天桥街”的问题，不少居住在沿线的居民都莫衷一是。
一位住在花果山社区的老居民反映，该道路是因

一座跨铁路桥——湘天桥而得名，数十年来一直有多
种称呼。常被称为“天桥路”“湘天桥路”或“天桥街”。

“容易产生误导，以为是几条路，其实是同一条
路。”一位在湘天桥农贸市场买菜的市民表示，路灯
杆上的路名与门牌上路名不一致，让人找不到北。

求证
“天桥街”是标准地名

到底哪个路名规范？记者将市民遇到的“一路
多名”现象反映到了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

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工作人员查询地名档案
和地名数据库后确认，标准地名为“天桥街”，路灯
杆上标识是由市灯饰管理处制作，路名使用“湘天
桥路”不规范，将与城管部门对接，要求进行更正。

工作人员介绍，地名的命名和更名，应当按照
国家、省和《株洲市地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的规定办理。符合地名管理规定，并依法批准
的地名为标准地名，已由民政部门编入地名工具
书、仍在使用的地名，视为标准地名。《办法》第 19
条中规定：公共场所、公共设施的地名标识必须使
用标准地名。

提示
发现“一路多名”，可向民政部门反映

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高章明介绍，目前，
全市民政部门均已建立地名档案和地名数据库，全
市在2016年至2018年间进行了地名摸底排查，新
增地名信息均已上报国家地名信息库，并在电子地
图上及时更新。《办法》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对地名进行命名和更名。所有地名
命名一经批准，不得更名，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更名，
应经地名管理工作部门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后，按照
地名命名的权限和程序办理。

高章明介绍，市民如发现“一路多名”“一名多
路”等现象，均可向所在地民政部门反映。

▲路灯杆上路名为“湘天桥路”。 记者 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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