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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清江浦区闸口街道花街

社区居家养老助餐点正式开放，可口的饭

菜、温暖的服务和实在的助老优惠，让前

来就餐的老人连连称赞。

近日，记者来到这个位于华都名邸小

区内的助餐点实地探访。土豆烧肉、丝瓜

炒鸡蛋……在该助餐点门口，当天的菜单

早早被张贴出来。进入助餐点，一眼就能

看到墙上张贴着的“花街社区居家养老助

餐点收费及助餐优惠标准”，就餐者根据

各自的年龄可以享受怎样的优惠一目了

然。记者发现，该助餐点标准午餐包含一

大荤、一小荤、一素、一汤，市场价为15

元/份，优惠价根据就餐者的年龄而有所

不同。80周岁以上老人就餐 8元/份，

60—79周岁老人就餐10元/份，60周岁

以下人群就餐13元/份，辖区五类老人就

餐1元/份。五类老人为城市无儿、无女、

无收入的老人，70岁以上失独家庭且收

入低于淮安市最低工资水平的老人，60

岁以上无经济来源的老人，经评估经济困

难失能半失能老人，100周岁以上空巢、

独居、孤寡老人。

“每天来订餐、用餐的人不少呢！”今

年55岁的李冬梅是该助餐点的负责人，

她介绍，该助餐点开放以来，辖区越来越

多的人知道“家门口”有个供老人吃午饭

的地方，价格还有优惠，每天都有三四十

名老人前来就餐。为了方便大家订餐，李

冬梅创建了花街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微信

群，每天把第二天的菜单发到群中，让大

家提前知道。此外，头一天下午5点前，

她会为有就餐需要的老人完成就餐预

订。老人第二天来吃午饭时，可以直接找

她取号、排队、就餐。“我设法不断简化、优

化老人的就餐环节，让老人一来到这里就

能吃上饭。”李冬梅说，为了让老人吃得更

舒心，她还会根据大家反馈的意见，与厨

师及时沟通，调整饭菜口味，推出更多适

合老人的菜品。

“这个助餐点，很方便，也实惠。”66

岁的王若平提着新买的饭盒，等待打饭时

说。他告诉记者，平时他和兄弟姐妹轮流

照顾80多岁的独居母亲，最近轮到他照

顾。花街社区没有助餐点的时候，他每天

都要自己买菜做饭，现在有了助餐点，他

便可以中午直接来助餐点打一份助老价

8元的饭菜提回家，每天还能不重样。

72岁的唐大爷通过花街社区老年助

餐服务微信群知道“家门口”有了助餐

点。第一次来到助餐点的他，带着身份证

找李冬梅登记、取号。“按需预订，按号打

饭，这样好！”唐大爷对助餐点称赞不已。

临近中午，住在助餐点隔壁单元楼的

83岁老人尹家珍拄着拐杖来到助餐点，

找好位置坐下，等待叫号打饭。“这个助餐

点让我们老人吃饭更方便了。”从助餐点

开放第一天起，尹家珍老人便每天中午来

这里就餐。

“老年人很需要这种‘家门口’的助餐

点。”助餐点开放以来一直忙个不停的李

冬梅说，自己会尽最大努力服务好老人，

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给予老年人助餐点

更多关注，支持他们把助餐点办得更好。

■融媒体记者 秦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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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助餐成为多地基本养老

服务清单中的重点项目。把食堂开进

社区，距离近、价格实惠、品种丰富，确

实让不少老人“尝”到实惠。不过，想

把这件好事持久地做下去，各地也面

临着不小的经营压力。

据统计，仅去年一年全国新注册

的各类社区食堂超过1700家，服务面

不断扩大，也收获了更多群众的好

评。好评背后，低价的公益属性和收

益的市场属性之间的平衡，正是当下

社区老年食堂运营所面临的课题。

今年9月，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

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党中央高度

重视老年人助餐服务，去年10月国务

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积极发展老年

助餐服务行动方案》，今年又列入全国

老龄委为老民生实事，中央财政安排

3亿元引导资金，支持发展老年助餐

服务。

记者调查发现，各地正结合自身

财力和实际情况，探索了不少服务模

式。

在降本方面，因地制宜是前提。

再者，便是集约化管理。不少地方积

极探索的“中央厨房+助餐”模式，取

得了一定成效。社区通过引入具备中

央厨房配餐能力的专业餐饮企业，实

现集采购、加工、配送为一体的供应

链。

在开源方面，“个人出一点、企业

让一点、政府补一点、基金捐一点、志

愿做一点”的运营模式，吸引多方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激活公益慈善力量，助

力老年食堂运营。

此外，不少受访者也都提到，办食

堂的思路可更加开阔。“一个就餐点可

能并不赚钱，但依靠食堂带来的客群

优势，开展各类增值服务，也许是实现

老年食堂良性循环的可行路径。”辽宁

省大连市金普新区金宁社区老年食堂

运营方、大连德泰康养公司总经理尚

城名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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