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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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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老年食堂的日常主要开销是

场地成本、人工费用和原料采购，基本

依靠“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社会

捐一点、个人出一点”的方式保障资金

来源。

东城街道塔海股份经济合作社的

老年食堂依托原有的养老服务照料中

心设立，不仅解决老人吃饭的问题，还

就近为老人提供健康义诊、知识宣教

等暖心服务。

“本社社员 80 岁以上免费就餐，

70 岁以上每餐 3 元。”老年食堂负责人

王志伟认为，老年食堂的公益属性大

于市场属性，仅靠单一的餐食销售很

难盈利，需要多方补贴和赞助。尽管

资金压力很大，他们还是严格按照要

求，规范化运营，确保整体环境舒适、

设施齐全、服务到位。

近日，根据辖区老人的实际情况，

该食堂还推出了就餐送餐服务。只要

收到签约社员因为腿脚不便需要送餐

的电话，王志伟就会马上打好一份饭，

为社员送上门。“目前需要送餐的需求

还是比较少的，我一个人就能送完。”

王志伟说。

中午 11 时，徐仙彩在家吃到了王

志伟送来的饭菜。她开心地告诉记

者，她平常都会去食堂吃饭，因这两天

腿脚不舒服，儿女又不在家，这才委托

了食堂的送餐服务。

多方合力实现兜底保障

吃出幸福味 乐享好“食”光
姐妹花记者探访我市多地老年食堂

一日三餐，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是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
空巢老人、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做饭难”“吃饭难”的问题。

为解决老人就餐这一实际困难，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了《浙江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实施方案》，自今年 9 月 1
日开始施行，方案提出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助餐方式。近年来，我市多地兴建了老年食堂，这些老年食堂现状如何？发展如何？日前，姐妹
花记者探访了我市多家老年食堂。

老年助餐服务在我市多地开花，是

党和政府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以

及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参与才取得的成

果。记者了解到，我市目前已建成的老

年食堂有 300 多家，只要辐射到的居家老

年人，大多签约了老年助餐服务。

每个人终有一天会老去，社会老龄

化在不断加剧，餐饮服务向“适老化”转

型，其实也是在向社会弘扬尊老、爱老、

助老的传统美德。当这种正能量意识逐

渐成为社会共识时，就能惠及更加广泛

的老年群体，让“基本养老”成为“幸福

享老”。

洗菜、切菜、起锅热油⋯⋯下午 4

时 30 分，记者来到东城街道大塘王

村的老年食堂，一进门就看到厨师正

在后厨备菜。半个小时后，西红柿炒

鸡蛋、红烧茄子、黄豆炖猪蹄三份菜

品升腾着热气出锅了。此时，十余名

老年村民陆续踩着饭点赶来，在打餐

窗口前排成了一条长队。

“我一个人烧饭很麻烦，老伴不

在了，在家里经常烧面条。到这里

来，一餐有三四个菜，每天都吃得很

好。在食堂吃，感觉幸福多了。”74 岁

的卢梅春打好饭菜，朝着熟悉的村民

走去。四个人开心地围坐一桌，边吃

边聊。

“目前村里有 23 名老人签约在

这里吃饭，有需求的都签了。”王振坡

是大塘王村老年食堂的负责人，也是

一名村干部，为了让老年人吃得好，

他每天早上都会到附近的农贸市场

采购新鲜食材。考虑到老年人的饮

食习惯，食堂每天都会进行营养搭

配，推出不重样的菜品。

记者跟着老人们打了一份饭品

尝。一荤两素，一汤一饭，菜品的口感

不生硬，米饭软糯易嚼。同时，记者观

察到，有的老人打好饭就坐下来吃，有

的则拎着大大小小的饭盒，打包带回

去吃。

“我们办食堂的目的是让老年人

在这里吃得健康、快乐，就像在家里

一样。”王振坡说，该老年食堂由村集

体资助，今年 5 月份开张，每天为签约

村民提供午饭和晚饭。根据用餐人

数和运营情况，食堂设置了不同的收

费标准：村里 90 岁以上的老人免费，

80 岁到 90 岁每餐 1.5 元，70 岁到 80

岁每餐 2 元，60 岁到 70 岁每餐 3 元，

55 岁到 60 岁每餐 4 元。

满足老人基本生活需求

六年前，江南街道园周村就设立

了老年食堂。近日，记者首次走进重

新选址后打造的老年食堂。明亮宽

敞，是记者进门后想到的第一个词。

在这个占地约 1500 平方米的地方，食

堂已经不再是“食堂”，在餐桌旁，还有

休息室、淋浴室、茶室、棋牌室和卫生

室等，是一个真正的综合性居家养老

服务照料中心。

今年，该中心向村民开放后，不仅

每天为村里 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

费提供中饭和晚饭，还以每餐 10 元的

优惠价为周边从业人员提供便利。

“吃完以后我们会在这边再坐一

会，玩一会，有时候待一天都可以。”村

民翁苏芝觉得，这里扩大了自己的交友

圈，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非常快乐。

对于园周村来说，老年食堂不仅

为老人提供了便利的就餐服务，更

重要的是提升了村庄的凝聚力。园

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双

政直言：“吃的东西弄好以后，接下

来要重点强化医疗和健康，让村里

老 年 人 的 健 康 提 高 一 个 台 阶 。”为

此，园周村综合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还优化了中医服务功能，结合家庭

医生的居家上门服务，为村民普及

健康知识，引导村民树立科学健康

的理念，更好地提升他们在家门口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全方位服务确保老有所养

“加码”养老服务
“小食堂”彰显“大幸福”

园周村老年食堂大塘王村老年食堂

工作人员为签约老年社员送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