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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的老龄化程度高，
养老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
要社会问题，而农村养老问题形
势更为严峻。

省民政厅慈善社工处处长
翟福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民政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
希望社工在高潮村致力于农村
互助养老的实践探索，有效弥补
了家庭养老的不足和社会养老
的不能。”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引入
社工组织，孵化社工人才，多为
民办实事，近日省民政厅连连推
出“大手笔”：成立了黑龙江省社
会工作协会；建立省级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服务站20家试点单
位，其中哈尔滨6个。

省民政厅厅长郭冀平要求
各级民政部门：“要将社工站建
设作为巩固拓展民政领域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重要载体，作为解决基层民政
力量和能力不足，打通为民服务

‘最后一米’的有效路径来推进，
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社工站的建立，必然为“空
心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推广与复
制，带来更多的希望。

还 记 得 那 个
2018 年 11 月被黑龙
江省民政厅确立为全
省农村互助养老推广
示范点的王家屯吗？
虽然交通“空白”、村
落“空心”，却以一家
有事百家帮的“王家
屯模式”，成为黑龙
江省互助养老的一个
范本，并在佳木斯市
桦川县丰收村成功

“复制”。两年半的
时间过去了，王家屯
互助养老模式进一步
创新升级，近日，记
者来到王家屯进行了
走访调查。

高潮村王家屯，是百年老屯，位于哈
尔滨市城乡结合处，从高德地图上看，与
哈尔滨市中心相距近50公里。

近日，记者驱车“堵车+跑丢”行驶 2
个多小时来到王家屯。下了大路驶上

“屯路”，狭长的道路上，不见任何车与
人。之所以说这里交通“空白”，因为王
家屯通向村外的道路只有一条，最近的
公交车站也在1公里之外；之所以称其为

“空心村”，是因为原本 256人的屯子，目
前常住人口不足百人，50岁以上人口占
比 95%，子女不是常年在外打工，就是搬
到城里，因为没有幼儿园，连儿童都很少
见。可就算是这种环境，老人们仍守着
这份乡情，抱团取暖。

今年 66岁的白惠芝，被村里人称为
“大落忙”，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少不了
她里里外外的张罗，三年前被村民选为
屯里互助养老协会会长。她本想在穷乡
僻壤中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老去”，却因
互助养老被媒体报道，意外成了“网红”。

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
总干事高珊告诉记者：“在希望社工的引
导下，高潮村以屯为单位建立了‘互助养
老协会’，以及‘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时间

银行’，将村民们聚集在微信群中，谁
家有个大事小情的，就在群里吆喝

一嗓子，一家事百家帮……”
“街道请来社工打造‘互
助养老’，更是让我们有了

另一种活法！”白惠芝
感慨地对记者说。

由于交通不便，村民们成
立了运输志愿者服务队，共享
人力与车辆，谁家有三轮车、
摩托车、私家车，信息公开，不
收费或低收费为大家服务。
据白惠芝介绍：“屯里有个老
人，半夜突然犯病，我们有打
120的、骑三轮车到屯口迎的、
帮抬人的，还有的悄悄带上
钱，组团去医院，先帮交上住
院费……”

“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

圆”。希望社工每年都开展“情
暖冬至”包饺子活动，他们带来
蔬菜、肉馅、面粉等，大家围聚
在一起，分工合作，动作娴熟。
村民胡佰玲告诉记者：“大家齐
动手，不一会儿就能包完 50斤
面粉，我们把刚出锅的饺子直
接给行动不便的老人送上门。”
平日里，谁家包饺子、包黏豆包
也是如此，自家准备好米面，大
家共同帮忙。此外，志愿者们
还为行动不便的、有事儿忙不

过来的老年人，做口饭、送点吃
的，用他们的话讲：“那都不是
事儿！”

交通不便也造成了村民剪
头难题，若进城剪头来回路费
就得30元。村民王亚玲年轻时
学过理发，于是从2019年至今，
她上门为老人理发 180 多人
次。后来村民姜兰芳也加入其
中，两人成立了理发志愿者服
务队，在屯里设立的关爱点一
同免费为村民理发。

日常生活 一家事百家帮
“有人半夜犯病，我们有骑三轮车到屯口迎120的，有去医院帮垫住院费的”

在2018、2019两年时间里，希
望社工团队先后组织近 40 名专
家、专业社工、志愿者投入到王家
屯互助养老探索实践。持续开展

“美好乡村”社区平台培育、“希望
乡伴”脱贫攻坚三留守人员关爱、

“幸福乡村”社会组织培育、“温暖
乡情”农村困难家庭支持、“时间
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五大计
划等，大大小小的服务活动200余
场，受益人次达5000多，搅动了高
潮村互助养老的“一池春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时间银
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机制已在
村民心中深深扎根。据高珊介
绍：“加入其中的老人，每天通过
微信或电话向工作小组报送服务
需求，志愿者自愿报名或由小组
指定与老人匹配对接，志愿服务
所获得的积分可兑换奖品，也可
储存‘被服务’时长。”

目前，“时间银行”包括8大类
的 50项服务，王家屯有 30名村民
骨干加入到其中。“时间银行”不
仅让互助养老形成双向流通，同
时也建立起志愿服务的长效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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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不仅要发展产业，更要解决
好养老问题，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眼下，王家屯互助养老模式在“软件”
上已形成体系，在“硬件”上，村民启盼着更
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何时能通车？
何时养老服务更到位？何时能有产业支
柱？

喜讯传来！平盛街道工委书记温洪宇
告诉记者：“已与哈尔滨市公共汽车总公司
协商，年底前 210环线公交车直接入村，并
延长348公交线，解决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高潮村的互助养
老模式？温洪宇表示：“今后互助养老协会
会更多地承接社会公益组织项目，将社工
们的时间和精力腾出来，投入到乡村产业
发展上，用经济发展成果反哺互助养老，未
来的互助养老模式，也要由‘自助式互助养
老’向‘集中式互助养老’发展。”

听到这样的消息，在场的村民们乐得
合不拢嘴……

图片均由希望社工提供

王家屯互助养老的事迹与故事不断被口口相传，媒体报道后，更是声名远播。2018年11
月，高潮村被黑龙江省民政厅确立为全省培育农村社区社会组织观察点，王家屯成为全省农
村互助养老推广示范点。

原本几乎凋敝的“空心村”，是如何变成“网红村”的？

83岁的老人穆亚芝，在去
年王家屯防疫的志愿者队伍
中格外“亮眼”。她本是“被
服务”对象，却每天为坚守卡
点的防疫人员送开水、拍照
片……她对大家说：“防疫人
员守护村屯，也就是在守护我
们的家园，我要为他们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

如此高龄的老人都勇敢地
冲向防疫一线，其他人更是不
甘落后。今年初本土疫情再次

暴发后，村民赵允霞也在第一
时间主动报名成为防疫志愿
者，每天不畏严寒为外来人员
登记、入户排查、宣传防疫知
识。她说：“在我最难的时候
是大家帮助了我，我也要在别
人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
手……”去年，赵允霞到外地看
望打工的儿子返回后，在居家
隔离期间情绪低落。希望社工
窦青、高珊，以及村委会工作人
员等为她送来米、面、油、蔬菜

等生活物资，同时每天与她聊
天做心理疏导，使她重燃生活
的信心。疫情好转后，她还帮
助有困难的村民种地。

今年春节，在外打工的儿
女们无法返乡，想给父母网上
购物却苦于快递不到屯。白惠
芝得知后，主动让大家把快递
地址写成附近小区她儿子家的
住处，然后由她爱人骑摩托车
充当义务快递员，为村民送到
家。

防疫期间 83岁老人到卡点送水
“防疫人员守护我们的家园，我要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谁说老年人的娱乐生活除
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王家屯
的秧歌队老壮观了。

白惠芝告诉记者，“没有疫
情的时候，每天晚上是扭秧歌

时间。30多人的队伍，一水儿
的红衣服、粉扇子，伴着音乐扭
起来，老有意思了，围观的村民
也难耐心潮澎湃，跃跃欲试。”

老有所乐，也老有所学。平

日里，村民们每天下午都有“头脑
风暴”课。在社工组织下，学习智
能手机使用、网上购物、手工编
织、做家常菜等，穆亚芝老人会拍
照，就是在这课堂上学会的。

休闲时光 秧歌队老壮观了
“伴着音乐扭起来，围观的村民也难耐心潮澎湃，跃跃欲试”

王亚玲为村民义务理发王亚玲为村民义务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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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高潮村迎来了一群
穿着“绿马甲”的社工。开始，
村民们还怀疑是不是“骗子进
村”？渐渐地，他们的生活中已
离不开这些社工。

“85后”高珊是社工“科班”
出身，2018年辞去了深圳的工
作回到哈尔滨，加入到希望社
工服务中心。正值平房区平盛
街工委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要
方式，率先在全省引入专业的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希望社
工服务中心，共同策划、实施党
建引领的“农村互助式养老”创
新模式。不久，由中央财政支
持的《脱贫攻坚农村困难家庭
和“三留守”人员社区关爱支持
项目》获批，高潮村成了该项目
的首批试点之一。高珊便带着

“90后”的小伙伴们进驻了王家
屯 。

这群城市里的“新新人
类”，初次转战到农村，尽管有
着各种不适应，但他们为融入
群众中开展工作，成为驻村社
工，与村里的老人们共同生活
了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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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盛街道的支持下，希望社工通
过组织建设和各种活动，培养和提高村
民的自治能力。在高潮村王家屯和马
家沟屯，设立了邻里关爱互助点、组建
互助养老协会、成立志愿者服务队……
高潮村的互助养老工作，如火如荼地开
展起来。

一年后，王家屯互助养老便颇见成
效。希望社工创新形成了“1+4”农村互
助养老模式。高珊具体解释说：“即党
建引领，社工+邻里关爱互助点+村民互
助养老协会+志愿服务。”

在这种模式体系下，王家屯互助养
老从邻里守护与探望等基础服务到日
常生活照护服务，延伸到院落卫生、协
助代办、农村特色、精神慰藉、文体娱
乐、医疗保健等养老深层服务内容，形
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渐进式互助养老发
展模式。

“此模式具有就地养老、成本较低、
操作性强、可持续、社会效益高等优
点”，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
长黄红对记者说：“作为现有农村养老
福利政策的一种补充，弘扬了邻里互助
文化传统，适应农村老年人不离乡土、
不离乡邻、不离乡音、不离乡情的养老
情结，同时具有很强的复制性。”

社工在教老人如何
使用智能手机。

1

2

3

高潮村举办重阳节百家宴高潮村举办重阳节百家宴。。

社工为村民拍全家福社工为村民拍全家福。。

互助模式升级
激发村民自治热情

踏查王家屯

创新“1+4”模式 揭秘“新王家屯样本”

建立社工站
打通为民服务

“最后一米”

“获得感”和“幸福感”
期待更多

每年冬至每年冬至，，希望社工组织村民一起包饺子希望社工组织村民一起包饺子。。

农村互助养老“1+4”：

请看请看““新王家屯新王家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