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餐桌：老人点赞，市场艰难
本报记者 王 晋

推行居家养老、社区

养老，空巢、高龄老人的

吃饭问题亟待解决。《经

济日报》记者走访北京多

个社区发现，很多空巢老

人 吃 饭 都 很 凑 合 ，离 营

养、健康的距离甚远。一

些社区虽然有老年餐桌，

很受老年人欢迎，但因为

各种原因，大多亏本或微

利运营，企业参与积极性

不高。

社区的党员义工深入社区，为居民开展零距离服务。

南岭村服务中心免费为社区群众提供数十项服务

项目。

社区成立中华书画培训学堂，为辖区居民提供书画学

习指导和义务培训。

“民生大盆菜”让居民得实惠
“社区民生大盆菜”项目是深圳龙岗区全面深化改革

的一项创新举措，效仿客家大盆菜的制作方式，变“政府

配餐”为“百姓点菜”，政府的钱花在哪些项目上，完全由

社区居民来“点菜”决定，实现了社区居民家门口的实事

由居民自我做主、政府落实，基层群众对此非常满意。据

了解，在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居民们热情参与“民生大盆

菜”项目，各项民生实事正在有序落实中。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 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街道养老照料中心内，社

区老年人正在排队购买午餐。

您家的老人怎么吃饭？他们吃得营
养吗？健康吗？

2014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达 2.1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5.5%，超
过欧洲地区的老年人口总数。预计在未
来 30 年内，65 岁和 80 岁以上人口数量
将大幅上升。这就是我们面临的老龄化
挑战。

老人说：

我们需要老年餐桌

中午 11 点，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
街道养老照料中心内暖意融融，老年餐
桌就要开餐了。今天的主食有米饭、花
卷、小馒头，菜品有青椒炒肉、黑椒鸡
腿肉、炒菜花、炝炒圆白菜粉丝等，汤
粥 免 费 。“ 每 天 这 里 有 300 多 人 来 就
餐，午饭有 10 元、13 元、16 元 3 种不
同的价位，荤素自选，有些行动不便的
老人我们可以上门送餐。”西罗园街道
意馨夕阳乐苑院长于宏说，现在的养老
照料中心面积 1300 多平方米，他们有
专业的营养师配餐，集团旗下有蔬菜生
产基地，老年人吃的鸡蛋、蔬菜、鸡肉
等都来自基地。前期运营确实很艰难，
质量要高、价位不能高，不能完全按照
商业模式来做，好在有街道的支持，目
前已有一定规模。

75 岁的刘洪喜大妈和老伴儿正在
用餐，他们买了一荤一素两个菜。“有
个老年饭桌，感觉太幸福了！我们把
这 儿 当 成 自 己 的 家 。 这 里 有 一 日 三
餐，冬有暖气夏有空调，饭菜卫生便
宜。我们每天到这儿来吃饭，吃完饭
就走，不用收拾碗筷，轻松又方便。”
刘 洪 喜 告 诉 记 者 ， 她 的 儿 子 住 在 北
城，工作忙，顾不上照顾他们。她和
老伴儿身体都不好，吃饭成了问题。
有了老年饭桌，他们每天定时定点能
吃 上 热 饭 ， 而 且 花 费 不 多 ， 花 样 不
少。“感谢街道给老百姓办的实事，让
老年人有家了！”

西罗园街道民政科科长喻中文告诉
记者，西罗园街道有 16 个社区，总人
口在 8.6 万人左右，60 岁以上老人有

1.9 万人，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20%。由
于老年人占比多，不少居民提出希望开
办老年餐桌。“我们想过很多办法解决
老年人的吃饭问题，曾与社区的饭店签
约，老年人凭助老券在饭店就餐。但大
家反映，小饭店卫生没保障、价钱也不
合理。我们下了很大决心，建设养老照
料中心，开办老年餐桌。这里本来是个
公办民营的养老院，前年 8 月，开始动
工改扩建，去年 5 月 1 日正式运营，每
天提供三餐。”除了在这里设置中央厨
房，他们还在 5 个社区开始运营老年餐
桌，由餐车配送到各社区，尽可能覆盖
更多人群。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开办老年餐桌
的社区只是少数。一些饭店虽然可以用
助老券消费，但并没有专门为老年人推
出的菜品，更没有适合老年人少油少盐
需求的营养餐。

企业说：

微利运营步履艰难

办 老 年 餐 桌 ， 场 地 问 题 最 难 解
决。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开办的老年
餐桌基本由街道协调解决场地，第三
方 提 供 服 务 。 这 是 最 主 要 的 运 营 模
式。北京龙潭街道光明北里社区也开
办了老年餐桌，但餐厅面积比较小，
大部分老年人是打饭回家。经营餐桌
的是家福宁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目前，这家公司已在北京 4 个社区开设
了小规模的老年餐桌。

“我从 2012 年开办了第一家老年餐
桌，做这行算比较早的。办老年餐厅，
成本高，利润低，大企业不愿办，小企
业又运营不下去。我们干了这么多年，
也是‘以外补内’才坚持下来，用做家
政服务的盈利来补贴老年餐业务。”家
福宁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方
说，他大致算了算，光明北里的老年餐
桌运营近 1 年，亏损近 5 万元。“主要是
人工成本高，目前我们开设了送餐服
务，争取覆盖到周边社区有需要的老年
人，这样算下来，开办一个点的餐桌要
2 个厨师、3 至 4 个服务员。受场地限

制，我们还不能满足更多老人的需求。
2015 年夏天，来我们这个点报名的老人
有 150 多人，但我们只能做 50 人左右的
老年餐。”他说，街道对这项工作比较支
持，一荤一素的盒饭 13 元，街道补贴 2
元，同时还提供场地。何方认为，作为家
政服务公司，在做老年餐项目上有一定
优势，纯餐饮企业一般不愿接这个项目，
做老年餐能帮助家政服务公司密切与老
年人的联系，所以能做得长久。

全国老龄办 2015 年发布的 《十城
市万名老年人居家养老状况调查报告》
显示，当前老年人对老年餐桌和家政服
务的需求比例较高，自报需求比例分别
为 42.3%和 33.3%。但由于做老年餐盈
利空间小，企业并不愿做。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所作的 《2015 老
龄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北京市居家养老
服务研究》 显示，养老 （助残） 餐桌数
量缺口超过 2500 个。2013 年全市养老
餐桌数量达到 4240 个，未来如果所有
的居委会/村委会养老 （助残） 餐桌实
现全覆盖的话，全市养老 （助残） 餐桌
需求数量至少在 6797 个。据此测算，
北京市养老 （助残） 餐桌数量缺口至少
在 2557 个。如果考虑到部分居委会/村
委会养老 （助残） 餐桌不止 1 个，缺口
会更多。在外地，老年餐桌就更显得凤
毛麟角。

老年餐配送目前还是一片蓝海，除
了餐饮企业、家政服务企业，也有一些
别的企业跨界试水。在天津，今晚传媒
集团着力打造了营养餐配送项目——今
晚老年营养餐。专家认为，除了餐饮企
业，航空公司、医院营养中心做这项服
务 比 较 有 基 础 ， 建 议 从 政 策 上 给 予
扶持。

专家说：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动

“北京从 2009 年开始在社区建设老
年餐桌，这几年，相关企业在增长，也
受到群众的欢迎。但从目前的发展来
看，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发展的模式是
分散的，各自为政，没有出现影响有品

牌的企业。一些餐饮门店可以收老年人
的助老 （残） 券，但食品并不符合老年
人的健康需求，只停留在吃饱的阶段，
离吃得好、有营养、符合老年人的多样
化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杰华在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政府部门
要出台更多扶持政策，引导相关企业参
与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同时，购买服务
要更精准，让那些行动不便的失能老
人、残疾人得到相关补贴。

推广老年餐桌对推动家庭养老意义
重大。长期从事老龄化问题研究的陆杰
华建议从四方面着手：其一，针对不少
老年人有慢性疾病的现实，要扶持专业
的老年营养餐制作与配送企业，做好老
年人的营养分类、评估、监督工作；其
二，运营模式上要打破目前这种分散的
运行方式，转变成有中央厨房、就餐
点、配餐点、送餐助餐服务的体系，为
老年人提供营养膳食；其三，要有健康
的服务与指导，营养师的加入能够提升
老年餐的营养健康水平；其四，家庭助
餐服务要向失能失智这些特殊群体倾
斜，为这些特殊困难家庭提供配餐服
务。他说，“在日本、韩国，有专门制
作或配送老年餐的企业，能提供专业的
营养配餐，他们有中央厨房、就餐点、
分餐点、送餐点，业态比较完整。要给
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否则他们很难坚
持做下去”。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目前正在开展
养老助餐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计划投入
资 金 4495 万 元 ， 在 东 城 、 西 城 、 朝
阳、海淀等 8 个区开展养老助餐服务体
系建设试点，培育特色品牌。鼓励大型
社会餐饮企业通过建立“远郊中央厨
房＋冷链输送＋社区配送站”的社区老
年配餐体系，包片为老年人提供配餐、
助餐和送餐服务，拟用 2 至 3 年集中解
决老年人就餐和营养均衡问题。在上海
市、山西太原等地，也有一些社区推出
了老年餐桌。专家表示，老年餐桌关乎
居家养老的质量，关乎我们能否实现健
康老龄化，是重要的民生工程，需要多
方支持，尤其是政府的大力扶持，才能
尽快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冬天的北京，寒风刺骨，西城区牛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却暖意融融。在
这里，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正和他们日
常服务的大爷大妈们举办着一场别开生
面的联欢活动。

“那敲门的是志愿者郑学会，带的
泡脚药让我腰腿不疼睡得香；季淑红，
嘴甜心好，中药配方的茶饮让我有精神
⋯⋯”来自南线阁社区的胡毅玲老人，
眼里噙着泪，用评书的方式，唱出了她
对志愿者们的赞许和感谢。

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毕春红说，今天
来的大爷大妈都住在牛街社区，和他们
已经是老朋友了。据了解，牛街社区老
年人口数量占社区总人数的 19.7%。

社区护理志愿者团队自 2009 年成
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牛街的居家老人
们提供贴身的关怀和服务。毕春红介
绍，护理志愿者均接受过业务技能、心
理干预、康复知识等多方面的培训。

“我们想通过志愿者队伍的建设，让社
区服务中心伸展出更多触角，为老人们
提供面对面的诊疗服务，打造具有牛街

中心特色的家庭医生式服务模式。”毕
春红说。

志愿者们身穿白衣，头戴护士帽，
胸前佩戴着护理志愿者标志，穿梭于牛
街的大街小巷，为这里的老人们送去儿
女般的关怀。她们的爱心、耐心让老人
们竖起了大拇指。来自南线阁社区的赵
富云老人说，“2014 年，我被烫伤，当
时家人都不在身边，是志愿者拨打了急
救电话把我送到了医院，出院后，志愿
者还定期来家里为我换药。他们不仅是
我们的保护神，更是我们的知心朋友”。

一位头发斑白的大爷握着闫萍护士
的手动情地说：“你们的服务中心装修

得这么漂亮，可惜你大妈看不到喽。”
闫萍护士说，这位大爷的老伴是她之前
的志愿服务对象，她长期卧床，患有眼
疾，闫萍常常去家里为大妈测量血糖。
后来大妈去世了，大爷还一直忘不了志
愿者当初的照顾，每次见到她都和见到
亲生女儿一样嘘寒问暖。

除了上门的诊疗、护理服务，每年
的护士节、重阳节、春节来临之际，志
愿者们都会与老人们欢聚一堂，共同庆
祝。比如组织老人在万寿西宫公园开展
健身走活动，指导他们做中医穴位按摩
操，为老人发放印有提示语的小药盒
等。这一件件小事，搭建起了志愿者和

老人们沟通的桥梁，为老人们的晚年生
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他们不仅关心我们的身体，更温暖
了我们的心”。志愿者的努力得到了老
人们的交口称赞。毕春红介绍，社区医
院请来安定医院的专科医生对志愿者们
进行专门培训，为老人们提供心理疏导
服务。“现在居家老人们大多都处于空巢
状态，儿女们工作忙，照顾老人的时间有
限，很多老人得不到亲人的关心和爱护
而出现心理问题。”毕春红说，“社区医院
相对于大医院来说，距离社区更近，服务
对象相对固定，所以更容易跟老人们建
立起更亲密的医患关系”。

送 上 家 庭 医 生 式 服 务
——北京市牛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志愿者常年服务社区老人

本报记者 刘 蓉

△ 为了让老年餐更

受老年人欢迎，西罗园照

料中心设定了管理及送餐

服务流程。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①

“快来！摸摸俺家这暖气
管，热不热？屋子里 24 摄氏
度呢。真没想到我今年能过上
个‘暖冬’！这屋子暖了，更
暖了我们的心。”家住宁夏惠
农区河滨街红旗社区 76 岁的
刘宝娣拉着记者的手说。

刘大娘的感慨代表了整个
社区近万居民的心声。“今年
市、区两级政府能筹集资金
750 万元对我们街道 2884 户
居民供暖系统实施全面改造，
实属不易”，滨河街道办事处
主任郭金平介绍。河滨街道这
2000 多户居民的供暖由石嘴
山恒荣物业有限公司负责，总
供热能力 40 兆瓦，供暖面积
22 万 平 方 米 ， 供 暖 主 管 网
11048 米。该公司 3 座锅炉房
7 台热水锅炉，其中 1 台已完
全停用，其余 6 台已严重老
化。“近 5 年来，我家冬季室
内温度都在零上七八摄氏度，
全家人看电视，孩子写作业都
是裹着棉被。电暖气、电热宝
都用坏好几个了。”刘大娘的
女儿说。

锅 炉 坏 了 为 什 么 不 修 ？
“我们公司为街道社区供热 34 年，也没想变成现在这
样。”石嘴山恒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景龙一
脸无奈地介绍，这个街道的居民原本都是石嘴山钢铁厂

（后改为现在的宁夏恒力集团公司） 的工人，恒荣物业
自 1982 年就为该小区供水供热，每年费用在 800 万元
左右。2010 年企业转制为民营，基本不愿承担这些费
用，因此锅炉改造没有了资金投入。

“企业不行了，还有政府呢。财政再吃紧，百姓的冷暖
不能不管！”石嘴山市市长王永耀就滨河街道 2884 户供
暖问题多次开现场会、协调会，最终，自去年起市政府出
资 400万元，惠农区政府协调 350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钱筹到了，关键要看怎么花。”惠农区区长李彬
说，“这个小区的问题不是买上煤就能供水供热，关键
是要进行大改造。具体说来，自去年我们分四步走：先
是把传统的 3 个锅炉房改建为一个现代供热站，然后将
另两个锅炉彻底改建成换热机组，第三是在原锅炉房修
设 2 公里一级供热管道，最后也是最难的一道工序，是
对住户进行分户改造，传统供热是一栋楼一个供热系
统，现在是一户一个系统”。

“财政再难，不能苦了百姓！”李彬区长最后介绍，
自去年惠农区成立惠安市政公司，不仅负责居民供暖，
还实施了一系列供暖改造工程，所有改建工程目前已接
近尾声。除了滨河街道，包括多处小区供暖设施老化等
遗留问题，近 3 年惠农区将投资近千万元改造解决 60
万居民的供暖问题。

宁夏惠农区

：

屋子暖了

，百姓的心热了
本报记者

许

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