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给敬老院老人包饺子心得体会 关
爱老人的心得体会(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
心得体会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给敬老院老人包饺子心得体会 关爱老人的心得体会
篇一

有一种悲伤叫白发人送黑发人，有一种孤单叫茕茕孑立、形
单影只，有一种伤害叫先天残疾、后天不完整，有一种痛苦
叫低智低能可是，有一个地方它以的延展性给这些不幸一个
温暖的怀抱，让他们也有一个家、一个归处。

这个地方就是敬老院，收容孤寡老人的敬老院。

活动原因：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实践能
力，了解社会，所以布置了此次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湖南省
张家界市慈利县xx镇新建的敬老院，所以我将活动地点定在
了敬老院。

我的实践：本来一开始就打算找院长盖个章，照几张环境照
证明我去过就完事了的。

但是第一次去时我并没有见到院长，因为先天有老人去世了，
遵循他的遗愿是葬在家的旁边，可是他又无儿无女，所以他
就去那帮他料理后世去了。

当然，我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在当时我向一位在外散步的老人介绍我的来意后，他很热情



的想别的老人介绍了我，别对我的到来特别开心他们看到了
我带的照相机后，表示了希望照相。

在那半天我和老人们相处得很开心，所以我决定杨按照学院
的要求去做这个实践。

在随后的几天中，我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帮他们扫地和陪他
们聊天，但是他们自己都很早就把地扫完了，所以我主要做
的就是陪他们聊天。

xx敬老院简介：

xx敬老院于20xx年底正式注册成立，投资近三十万，新装修
改造成医疗、休闲、养老、托老的较为完善的综合性老年服
务中心，推动社会福利、现代化进程，切实解决老年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的问题。

xx敬老院位于小学后面的山顶，院子占地面积虽然很少，但
是，院外的面积还是极为宽广的，绝对是老人们休闲散步的
好地方。

农村孤寡老人的敬老院生活：xx敬老院现有22位老人，爷爷奶
奶皆有，他们都是没有直系亲属的孤寡老人，是各村送过来
的。

在院里多人间的寄养模式可供老人休息，房间内配置整套床
上用品，并且每位老人敬老院都会分发各季的衣服，老人们
不用担心温暖问题。

另外，每间房间配置电视，也保证了老人们的精神生活。

敬老院内也配有医务室，以保证老人不用为外面医院、药店
高昂的医药费发愁就可以及时的看到病。



一日三餐有专门的厨师料理，餐餐有肉吃，荤素搭配得当，
老人们只需在政府惊心为他们准备餐厅似的小食堂就可吃上
热乎乎的饭菜。

小小的敬老院里应用尽有，生活空间舒适、安全，孤寡老人
没有后顾之忧的享受着生活。

老人的普遍资料：

xx敬老院大都是孤苦的五保户，他们缺乏亲情等幸福体验，
情感淡漠，他们长期缺乏家庭这一亲合、博爱、依附与合作
等美德的培养所，加之身心的缺陷、知识与能力的匾乏、际
遇的坎坷和社会情感关怀的不足，许多孤寡老人产生孤僻和
冷漠等性格障碍。

他们怕寂寞却不与他人交往沟通，渴望关心与慰藉却很少主
动为他人做力所能及的事，希望得到同情却对他人的痛苦麻
木不仁。

根本原因是农村孤寡老人生存资源的匾乏、社会支持网的疏
松以及心理上的极度弱势和行为偏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公
平和人道在文化制度理价值观念和社区习俗等方面的缺失。

（一）在进敬老院之前，我一直以为老人们在这里会过得比
较幸福快乐。

因为老人们在这里衣食无忧，又有工作人员照顾，老人们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如，他们可以在院里走动一下，可以晒晒太阳，可以坐在院
里聊天，有的老人还会摆弄一些乐器。

但是，通过对老人的调查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



和我聊天的一些老人反映，很多老人自进入福利院以来，基
本上就没有走出去过，对于大部分老人而言，他们吃过饭后
多是呆在自己的屋里，偶尔会出去坐坐，晒晒太阳，少数经
济条件比较宽裕的可能会打打麻将，但大多数老人们彼此间
很少交流。

（二）在此次调查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老人们好孤独！
我注意到，当我去看一位奶奶时，紧挨着她坐下并开始聊天
时，老人的眼神充满绝望，似乎她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一
般。

（一）此次调查让我收获了很多，了解到福利院老人生活的
方方面面，尤其是其精神上的无助。

我想，我们应该多抽出一些时间到福利院来看望老人，多陪
他们聊聊天，多给他们带来一些欢笑。

事实上，当我们向老人向他们说学校的事时，从老人们不时
爆出的欢笑声和掌声中，不难看出，对于我的到来，对于我
们这样的活动，他们还是非常欢迎的。

（二）调查所发现的问题：

1、少数老人生活不积极，生病了不配合治疗。

2、老人们的休闲活动极少，除了看电视就只有散步，不利于
他们形成积极向上的心态。

3、老人们很孤单。

4、福利院有些地方得不到认真落实。

而且，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着种种突出问题，如：覆盖面
窄，标准过低，保障范围不全面，保障方法简单且未能体现



人文关怀。

1、随着全社会养老事业的不断广泛深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对服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培养责任意识是
很重要的。

这能够在工作中让她们的压力变为动力，让激情热情释放出
来，熔化在工作服务中，真正对待老人象自己的父母一样，
细心、热心、用心，全面提高服务水平，真正落实好敬老院
的各项规章制度，把制度和职责结合起来，全力营造养老、
尊老社会氛围，达到构建和谐社会之目的。

2、在允许的情况下，探索全社会养老的新路子。

广泛宣传，大力倡导，让那些有钱人、企业家、社会各界奉
献一点、捐一点，缓解资金不足的矛盾，改善敬老院条件，
又能够带动社会养老尊老的良好风气对敬老院事业作出了一
定贡献。

4、现入院居住的老年人，均体弱多病，年龄偏高，急症和顽
症、重症较普遍，他们住院成为最棘手的问题。

所以要改善医疗条件。

5、整个敬老院内固定的标语、宣传内容少，建议有适合墙壁、
四周、长廊等悬挂、书写标语、口号及有关敬老、爱老的喷
塑画等，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同时发挥他（她）们各自的能动性，能唱的就唱、能说的就
说、能拉的就拉，让院民积极参加到各种活动中去，丰富他
（她）们的文化生活。



给敬老院老人包饺子心得体会 关爱老人的心得体会
篇二

一、领导高度重视，要求我们在做好日常宣传工作的同时，
在世界糖尿病日做好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把预防糖尿病工
作真正落到实处，让百姓真正了解糖尿病的高危因素，做好
糖尿病的一级预防。11月11日下午4时，在我院内分泌科的健
康宣教室举办了大型糖尿病健康教育讲座，参加教育的人数
约100人，有患者、家属、有高危人群及健康人，通过讲座让
更多的人了解糖尿病。

二、围绕今年糖尿病日宣传主题，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
活动。11月14日上午，在我科主任的带领下，10余名医护人
员在门诊大厅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免费义诊及医疗咨询活动，
现场活动气氛热烈，群众纷纷向医务人员咨询糖尿病相关知
识，还就自身糖尿病治疗、保健和日常生活应该注意的问题
向医务人员咨询。医务人员就患者在饮食控制、规律服药、
监测血糖和体育锻炼中应该注意的事项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向大家宣传糖尿病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教育群众改善饮食
结构良好控制体重，增强体质锻炼，提高生活质量，远离糖
尿病。

三、免费为百姓测量血糖：测量血糖是监测糖尿病的最好手
段，借此次活动也开展了免费测量血糖的活动，目的就是为
了让百姓了解血糖监测的重要性，此次共计为100人免费测量，
活动得到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

四、向前来我院就诊的群众发放宣传材料300余份，受益人数
达500余人，营造了良好的宣传氛围，使大家能够主动了解相
关健康知识，提高人民群众对糖尿病的知晓率，让宣传真正
起到作用。

本次宣传活动受到了院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宣传形式多样，
受教育面广，且有群众的主动参与使此次宣传活动达到了预



期的目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普及糖尿病的预防知识，
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和保健水平起到了极大积极的推动
作用。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我国目前约有5千万糖尿病人，
而且有上升的趋势，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
已将糖尿病列为三大疑难病之一，并把每年的11月14日定
为“联合国糖尿病日”。11月14号是第xx个联合国糖尿病日，
其宣传主题为“家庭与糖尿病”，其宗旨是唤起全社会对糖
尿病的警觉和醒悟，传递科学的糖尿病防治知识，敲响预防
糖尿病的警钟，提升患者抗击糖尿病的信心和勇气！

给敬老院老人包饺子心得体会 关爱老人的心得体会
篇三

那天，我和妈妈放学回家，小区单元门口出来一位老奶奶：
她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着，速度很慢，我们走五步，她
或许才能走一步。这位老奶奶满脸皱纹，头发花白，我们从
她身边经过时，她用沙哑地声音对我和妈妈说：“我能上你
们家厕所吗?我家里没人，都一下午没上厕所了!”看着老奶
奶焦急的样子，妈妈顾不得考虑，赶忙答应下来。

开电梯、搀扶老奶奶……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终于解决了老
奶奶的燃眉之急，她连声说着谢谢，妈妈说：“没事，没事，
都是邻居。”并请老奶奶在我家歇一会儿。

“您为什么一个人在楼下呀?家里人呢?”妈妈问老奶奶。

“我儿子在外打工，媳妇不知上哪去了，家里没人，她让我
在家待着，我觉得闷，就出来透透气，可我没钥匙，出来就
回不去了。”老奶奶一脸的无奈。

“你儿子也不给您配把钥匙，进出好方便。”



“人老了，她们也不放心把钥匙给我。哎……”

短短几句话，却让我心中无比难过。老奶奶每天这样孤独地
生活，多想有人陪陪呀，可她现在想上个厕所都这么难。

“现在年轻人都忙，忙得没时间照顾你。”妈妈也叹了口气，
想必她心里也很难受。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老奶奶站起身来，对我们说：“今天真
是遇到好人了，太感谢你了，还让我在这儿歇这么长时间，
现在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说不定媳妇也回来了呢。”老奶
奶不住地道谢，尽管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温暖了老
奶奶的心。

“那您慢点啊，回去让他们给您配把钥匙，有空多陪陪
您。”妈妈把老奶奶送出门，不忘多嘱咐她。

看着老奶奶的背影，我想：世上不止这一个需要我们关心的
老人，还有无数老人等待着我们去关爱，让我们从身边做起，
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去关爱身边需要我们帮助的每一位老
人。

给敬老院老人包饺子心得体会 关爱老人的心得体会
篇四

在老龄化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关于空巢老人的消息总会冲
上热搜。这不仅攸关许多人独守乡间的父母，也夹杂着尚
不“老龄”却常年处于“空巢”状态的年轻人的焦虑。可以
说，这个问题牵动着广袤的城市与山乡那一盏盏孤独的灯火，
谁也不能无动于衷，谁也无法置身事外。

日前，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张国芬关于为每位空巢老
人配备一张可随身携带的“身份卡”，以便在出现紧急情况
时及时实施救助的建议，得到不少网友的支持。这样的“身



份卡”其实早就应该存在。从需求的“早该”落差到现实
的“无奈”，也提醒我们关注空巢老人养老体系尚存的短板
与不足。

当前，针对空巢老人的养老帮扶存在着地域发展不均衡的状
况。在社区网格化管理较为成熟的一线城市，养老服务体系
较为完善，对空巢老人建档、走访、就医、慰问等工作落实
得较为到位。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将养老服务纳入“智慧城市
建设”整体发展规划，取得了突出成效。比如上海市为一些
独居老人安装“会报警”的智能水表，如果12小时内读数低
于0.01立方米就会自动通知社区施以援手，就是一个良好的
示范。

而放眼二三线城市和广大的乡村，大部分空巢老人亟需的社
会支撑却非常薄弱。与之相对的是近年来年轻人口加剧向大
中型城市流动，二三线城镇和乡村人口结构出现断层式空心
化趋势，而社区服务又未能及时补位，“居家养老”在很多
情况下等同于“自力更生”，这部分空巢老人人数极大，抵
御意外风险能力较差。

近20年来，我国老龄人口以每年3.28%的速度快速增长，约为
总人口年均增长率的5倍，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正迅速扩
大。为空巢老人办理“身份卡”，摸清这一群体的人口总数
和生存状况，迫在眉睫，也是构建和谐老年社会应补之短板。
这张卡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这是张身份卡，还在于这是空
巢老人们无人可依时的“兜底卡”。

为空巢老人办理卡片、填注身份并不难，怎样发挥这张卡的
积极效用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探讨。空巢老人身份卡，应是一
张引发关注、承载温情的“爱心卡”。以办卡为契机，出台
相配套的管理意见和实施办法，引入社会化的爱心志愿服务，
有效增强社区网格化管理能力，全面构建邻里互助的和谐社
会养老氛围;同时，出台多种措施便利并加强社会各界与空巢
老人的沟通与互动，为这一群体及时发声、表达需求提供的



更多渠道。

空巢老人身份卡，应是一张以大数据为基础、汇集多种高新
技术支持的“智能卡”。目前，我国空巢老人养老体系建设
存在的关键薄弱点之一就是大数据的缺失，因此身份卡的建
立和推广应用，应放到我国医疗、社会保障的大数据建设中
来通盘考虑，才能在资源的倾斜、专项的设立上做到精确高
效地有的放矢。同时，身份卡大数据可作为引入多项高新技
术产业的精准接口，为空巢老人在医养、出行以及精神娱乐
方面提供更加与时具进、更为丰富的支持。在今年两会上，
智能设备适老化服务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既助力了
老年特殊群体跨越“数字鸿沟”，也为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
带来广阔的应用前景。

空巢老人身份卡，应是助老模式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不
断推广的“经验卡”。不同地区空巢老人之所以受助差异，
根本上是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所致。除了增
强地方经济建设及社会资源流动来改善这一状况，由发达地
区至欠发达地区助老模式的经验流动、资金流动、人力资源
流动也应是我们关注的重心，甚至是化解城乡发展不均衡的
一个重要抓手。

助老扶弱的本质，是不让我们这个社会任何一个弱势群体成
为时代发展中失语的“孤岛”。从这一意义扩展开去，对留
守儿童、残疾人群、罕见病人群等建立并完善大数据建卡帮
扶，归根结底是我们基层治理精准施策工作的有效延伸。

给敬老院老人包饺子心得体会 关爱老人的心得体会
篇五

一、 建立健全辖区现在又居民健康档案，逐步完善糖尿病患
者的个人信息，使糖尿病的防治工作得到长久持续发展。

二、 我院每月召开糖尿病防治工作会议，传达有关会议精神，



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布置下一阶段工作。根据有关会议精神，
完成每年4次随访。

三、 针对糖尿病患者及辖区广大居民糖尿病防治知识主题讲
座，每季度至少一次，促进糖尿病患者改变生活方式，减少
糖尿病的患病人数，控制糖尿病的进一步发展，延缓和杜绝
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并结合全年各种“宣传日”开展宣传
活动，使糖尿病的防治知识得到广泛普及，强化了健康信息
的传播，提高了糖尿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

四、 糖尿病高危人群的健康指导及干预。对高危人群采取个
体和群体健康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健康教育使辖区居民
及高危人群对糖尿病防治知识得到进一步的了解，同时给予
健康方式的指导，使糖尿病高危人群能够主动定期测血糖，
关注自己的健康情况。

以上是我院全年对糖尿病管理的工作总结，虽然取得了一些
成绩，但距离上级的要求和辖区居民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一定克服困难，更加努力的提高糖尿病管理技巧和能力，
使辖区糖尿病的发病率控制在有效范围内，更好的为辖区广
大人民群众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