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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投入
实现快速化运营

“这样的暖心故事还有很多。”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建设
香山长者饭堂过程中，我市充分调
动社会敬老爱老的正能量。在资源
统筹、共建共享上，探索了一套低
成本投入、快速化运营的可复制可
推广的运行机制。目前，我市老年
助餐场所均通过整合利用现有公
有闲置物业、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养老服务设施等公有资源，以及部
分社会化场所进行建设，既盘活了
闲置资源又减少了投入，避免资源
浪费。

运营过程中除了市级财政对
困难老人的每日补助和对评为5星
级的服务点一次性补助外，其他群
体主要通过“镇街补一点、村居凑
一点、企业让一点、慈善捐一点、个
人出一点”方式让老人感到实惠。
目前，全市依托69家各类餐饮企业
参与助餐，引入 25家集体用餐（中
央厨房）企业参与配送，327个老年
助餐服务场所均由社会力量运营。

“汇聚慈善力量方面，中山不愧为
博爱之城。2024年中山慈善万人行
定向捐助 200万元支持示范性‘香
山长者饭堂’建设项目。全市 17个
镇街设立了‘香山长者饭堂慈善基
金’，募集资金近 400万元。35家爱
心企业组建了‘香山长者饭堂爱心
联盟’，提供家具、设备、食材等优
惠订购渠道。部分热心公益人士还
组成了“爱心骑手队”协助送餐，社
区志愿者协助日常用餐服务。”该
负责人如是说。

中山探索低成本投入、快速化运营、可复制推广的香山长者
饭堂运行机制

8月13日中午11时，东区街道

桥岗社区，年轻人上班后的城中村

和商住小区逐渐安静下来，位于万

谷菜篮子市场里的香山长者饭堂已

座无虚席，暖黄的灯光洒在一张张

桌椅上，充溢着温馨氛围。住在沙岗

村的徐叔刷脸取餐，和老伙计在4
人桌坐下，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这

一家门口的香山长者饭堂自今年5
月开业，日均老年人用餐量约120
餐次，由于价格优惠、饭菜软糯可

口，社区越来越多的老人家喜欢来

这里用餐。伙食物美价廉，能持续下

去吗？

答案是肯定的！记者采访获

悉，在香山长者饭堂建管过程中，

中山始终坚持共建为路径，激发全

社会敬老爱老正能量，推动“公益

化+市场化”融合发展——政府扶

持一点、企业让利一点、社会资助

一点、老人拿出一点，推动香山长

者饭堂持续飘香。

统筹/隋胜伟 徐钧钻
采写/本报记者 徐钧钻 实习生 雷诗 香山长者饭堂座无虚席。 本报记者 王云 摄

“众人拾柴”带来长者饭堂“持久香”

■用爱心做公益，用良心做生意

走进香山长者饭堂东区桥岗社区服务
点，饭菜香气扑鼻而来，一排排干净整洁的
餐桌旁，几位老人悠闲地聊着天，社区志愿
者穿梭其间，不时与老人们亲切交谈，询问
老人家饭菜的口味和意见、为老人家递水
等。中午12时，店内年轻的面孔逐渐多了起
来。一问才知道，这其实是一家面向全年龄
段群体、市场化运营的餐厅——小满记。在
万谷餐饮板块中，小满记以炖汤、蒸菜为主
打产品，经过一番升级改造，成为“香山长
者饭堂”大家庭的一员。

桥岗社区位于东区街道核心繁华地
段。社区的商住小区林立，辖区3个城中村。
户籍人口 2万多人中，60周岁以上长者有
2100多人，家庭的年轻骨干以都市白领为
主，老人就餐难如何破题？经过前期调研，
他们结合社区人口分布特点，找到了爱心
企业支持。通过社会餐饮企业自主运营，政
府补贴一点，企业让利一点将长者饭堂就

设立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市场里。
该服务点主要提供一荤一素的 6元套

餐和两荤一素的 12元套餐。6元套餐中，餐
标原价14元，政府补贴4元，企业让利4元，
长者们只需支付 6元就可享受优质的长者
餐，而且店内的米饭和炖汤可续添，最大程
度满足老人家的用餐需求。12元套餐市场
原价是 20元，同样补贴 8元。桥岗社区党委
书记顾妙琪对社区长者饭堂服务点的开设
感到十分欣慰。“企业负责人是中山市慈善
总会的理事。这次饭堂的升级挂牌，从装修
到运营都是这家爱心企业真金白银投入，
真是为善不甘后人。”

“我们设立‘香山长者饭堂’的初衷，绝
非着眼短期盈利，而是与社区实现长期共
融，用爱心做公益，用良心做生意，致力构
建公益性与市场化于一体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中国万天控股绿色餐饮板块总经理谭
君毅说，由于大部分长者的就餐时间集中

在11时-12时、下午4时-5时，大部分都市
白领来小满记的就餐时间则在下班后，巧
妙地错峰，做公益不影响做生意。“而在餐
品设计上，由于我们严格把控食材的新鲜
度与营养均衡，有专门营养师精心搭配每
一餐食谱，力求让长者们吃得健康。很多长
者吃好了，周末还把一家大小带过来。其中
长者享受优惠，年轻人按市场价正常付费，
对我们市场的客流量也有了促进作用。我
们有信心有能力一直做下去。”谭君毅充满
信心地说。

67 岁的梅姨眼含笑意对记者说道，
“我的子女都外出打工了，我一个人住，有
时候就懒得做饭了，这个‘长者饭堂’对于
我们老人来说很方便，味道又好，又健
康。”梅姨指着碗里的饭菜赞不绝口。“上
周，回来看我的孩子也过来一块吃，品尝
了我的长者餐后，表示很放心。”周围的老
人们纷纷附和。

■敬老爱老不遗余力

无独有偶，在古镇镇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古镇镇居委会的老年助餐点也实行社
会化运作，面向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实行分类补助和优惠让利。该助餐点的餐
食还每日由具备专业资质的配餐公司配
送，配餐公司根据老人家饮食习惯，精心设
计适合老年人口味的菜式，每天菜色不一，
长者可自由挑选，得到了辖区老人的支持。

古镇镇公共服务办的工作人员区女士
告诉记者，古镇镇是中国灯饰之都，各村集
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一定的经济实力。
在推动助餐配餐可持续运营上，他们采用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双向发力，引入慈善
力量，除了政府补助一点、社会慈善捐赠一
点、企业让利一点、就餐老人自付一点之外，
各村集体对香山长者饭堂的投入不止一点。

“我们古镇镇许多村居都有敬老爱老
护老的传统，每季度举办长者生日会，每年
也会举办敬老晚宴，对我们开展的老年助
餐服务，村集体表现得十分踊跃。”区女士
进一步解释，在政府补贴和古镇慈善会补
助基础上，古镇镇各村（居）均根据实际情
况对本村户籍长者进行3-15元不等的补贴
金额；古镇镇还积极争取企业让利，茶楼酒

家纷纷提供免收茶位费、享受打折等优惠。
2024年上半年，全镇老年助餐场所老年人
用餐3.4万餐次。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镇致力打造“暖胃
又暖心”的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全镇14个老
年助餐场所不定期举行老年活动。通过链
接爱心资源，融入医疗护理、健康管理等服
务项目，引入“博爱100”公益创投活动中的

“精明老人”“舞动人生”等志愿服务项目，
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养老需求。2024年上半
年，已累计在香山长者饭堂开展各类拓展
服务活动81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