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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长者饭堂，提升社区长者幸福感
“每天来这里吃饭的老人大概 200

人，大家都很开心，胃口大开。”联富社区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主任郑晓玲告诉记
者，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今年3月正式对
外开放，提供的服务内容除了长者饭堂
外，还有康复医疗，以及日间照料，类似
于一间小型养老院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3600多平方米的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里，分别设置了康复
室、健身室、餐厅等，就连长者饭堂里的
菜单也是一天一个样。“老人最喜欢这一
盅汤了，一餐一盅。对于那些需要流质食
物的老人，我们还专门将食物制作成流
质状态，尽可能满足老人的需求。”郑晓
玲说。

郑晓玲向记者展示了长者饭堂的台
账，上面写满了就餐老人的信息。她表
示，长者饭堂兼顾了普惠性原则，对社区
年满 60周岁长者享受低偿收费服务，由
政府补贴一半餐费，让社区长者人人均
能享受到优惠的助餐服务。

联富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委员冯
秋梅透露，今年8月21日，联富社区还开
设濠头片区长者饭堂助餐服务，对全片
区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中年满 60周岁以

上困难老年人等“六类特定对象”作为助
餐重点保障对象，由政府全额补贴，出实
招重点解决贫困、高龄等特殊困难老年
人的吃饭问题，提升社区长者的幸福感、
获得感。

目前，其长者饭堂助餐方式分两种。一
种是社区集中助餐服务，通过送餐到点，送
餐到村方式，依托餐饮公司，每日由专车将
午餐送到各社区长者助餐点，再由工作人
员进行分发，让长者就近享受长者助餐服
务；另一种是社区送餐上门服务：培育及成
立民政义工服务队，依托民政义工为无法
出门并符合无偿助餐条件的长者开展送餐
上门服务。每日午餐以集中助餐的方式统
一配送到邻近长者助餐点，再由民政义工
送上门。

“长者饭堂不但满足了老年人在家
门口吃上营养、健康、实惠饭菜的需求，

还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彼此交流和走近社
会的平台。”冯秋梅表示。

■用心用情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同样，小榄镇、南头镇也着眼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针对老
年人及困难群体的助餐配餐服务需求，
推进长者饭堂建设，提升居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 2017年起，小榄镇正式开启长者
助餐配餐服务，为兜底保障的老年人无
偿送餐、为普通老年人有偿送餐服务。其
后，该镇加强与餐饮企业合作，加快推进
长者饭堂建设，至今共建有服务点20个，
实现40多名兜底服务对象全覆盖。

目前，小榄镇 20个长者饭堂共办理

服务登记的长者有 2780人，长者饭堂服
务点数量全市最多，约占全市的四分之
一，平均每月服务群众超 2万人次，服务
覆盖面全市最广。小榄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群众办实事永远在路上，接下来将
继续增加长者饭堂数量，计划再增加服
务点 24个，使长者饭堂服务点广泛覆盖
到全镇每一个村和社区，更好地为全镇
广大老年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用餐服
务。同时，计划今年在全镇打造 1-2个长
者饭堂示范点，推动长者饭堂服务全面
提质增效。

至于南头镇，则在南城社区、将军社
区、穗西社区分别设立 3 家长者饭堂，
100%覆盖全镇 7个社区长者。目前，当地
长者饭堂用餐人数占辖区老年人数 16%
左右，实现全镇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
上热乎饭。

11月 16日中午，东区街道竹苑社区
居民谭叔和妻子决定不做饭，他们收到
消息，附近的香山长者饭堂当日开业，
他们要去尝鲜。当日午餐的选择很丰
富，有香菇滑鸡、客家豆腐、香芹炒木耳
……还有饭后水果。60岁以上的老人，
一餐只要 6元。谭叔说，比自己做饭经济
方便多了。

运营竹苑社区香山长者饭堂的中山
市邻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风峰也
很开心，东区街道、竹苑社区联合邻舍策
划许久的“公益性+市场化”长者饭堂模
式终于落地了，迎来了全市首家以公有
物业为阵地，引进第三方企业运营，拥有
高规格自建厨房的香山长者饭堂，这将
是他们破解长者饭堂可持续发展难题的
一次大胆尝试。

■老街上开了宽敞漂亮的长者饭堂
当日中午，竹苑社区金龙横街分外热

闹，许多老人都自发赶往街上新开的香山
长者饭堂尝“头啖汤”。与街上传统的店面
不同，悬挂着白底蓝字“香山长者饭堂”招
牌的新店宽敞明亮，洁白的墙面、大面积的
透明玻璃、整齐的原木桌椅都让饭堂变得
时髦起来。“除竹苑社区以外，从11月16日
起，东区街道其他11个香山长者饭堂就餐
点也同步按下启动按钮。”东区街道公共服
务办公室主任林晓珏介绍，桥岗、东裕社区
也已经选好址，即将启动新的香山长者饭
堂的建设，夏洋社区也正在选址中。

随着引入包括邻舍在内的长者饭堂
运营和配餐机构，东区街道实现香山长
者饭堂在 11个社区的全覆盖。其中，三
溪、桃苑社区把长者饭堂就餐点设置在

祠堂内，花苑、起湾、齐富湾等社区将就
餐点设置在党群服务中心，夏洋、桥岗、
远洋等社区则将长者饭堂延伸至小区的
党群服务站，充分利用现有物业设施，为
长者提供集中的就餐服务。

■破解“既要开得起，更要开得长久”难题
记者了解到，竹苑社区香山长者饭

堂目前的补贴对象为属地 60岁以上老
人，每餐餐费只需 6元，同时也接待非补
贴范围普通食客就餐，餐费根据年龄从
10元-14元不等。东区政府则提供饭堂
两层 300多平方米物业五年免租期，未
来，桥岗、东裕、夏洋等社区香山长者饭
堂也将采用类似的运营模式。

“探索发展香山长者饭堂，让饭堂
‘既要开得起，更要开得长久’，东区街道

将‘公益性+市场化’作为长者饭堂的发
展导向。”林晓珏介绍，通过“政府扶持一
点、企业让利一点、社会资助一点、老人
拿出一点”模式，四方才能联手烩就一顿

“暖心暖胃”的长者“爱心大餐”。同时，政
府也鼓励“长者饭堂”创新发展思路，拓
宽市场容量和消费群体，承接其他营利
性服务，以利润作为补贴资金反哺长者
饭堂运营，保障长者饭堂长久运营。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就餐，为长者
饭堂带来人气，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
注银发经济，投入银发经济，在关爱老年
人的同时寻找到商业增长点。”市民政局
副局长陈淑梅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庞
大的老人群体背后的商业“蓝海”，大家
一起努力，让老年人过上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李红 易承乐

我市多地深化长者饭堂建设，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工作

合力为老年人办好“食事”

四方联手共烩长者暖心餐东区街道探索长者饭堂
“公益性+市场化”运营新模式

11月 16日上午，火炬开发区

联富社区的63岁何英阿姨在社区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二楼唱完歌后，

临近 11点了，便来到一楼等待开

饭。在长者饭堂里面，等待开饭的

老人或在闲谈，或在看电视。他们

不由打趣道，一餐饭吃出一个“朋

友圈”，这填补了子女不在身边无

人看护的空白。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以来，

我市多个镇街按照中山市社区居

家养老“大配餐”工作要求，深化长

者饭堂建设，多方合力为老年群体

提供便利的就餐服务，切实把长者

食堂打造成邻里相助、敬老孝老的

惠民载体，以小切口做实做细民生

保障工作。

联富社区长者饭堂内，老人们在领取午餐。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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