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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家园”公益项目：

让助老服务触达野最后一公里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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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中午袁83 岁的胡爷
爷都会步行半小时左

右袁来到位于北京市密云区世纪
家园小区的野银杏家园冶助餐点袁
一边与其他老人聊家常袁一边等
待志愿者叫号取餐遥

胡爷爷居住在一公里之外

的另一个小区袁由于子女工作繁
忙袁无暇照顾其一日三餐袁每天
的吃饭问题便成为令他最头疼

的事情遥 而和他一样袁如何解决
一天之中最重要的一顿饭袁也是
困扰很多老年人的头等大事遥

象征性地收取 1元或其他金
额不等的费用袁荤素搭配尧营养均
衡袁适合老年人口味袁使得这里每
天都有数十位老人前来用餐遥 他
们之中有留守老人尧独居老人袁也
有身患疾病不便自己做饭的高龄

老人遥除了可口的饭菜袁站点还会
为老人们组织开展免费理发尧定
期义诊尧 做手工等丰富的日常活
动袁这也让野银杏家园冶成为老人
们的野第二个家冶遥

2021年袁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尧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尧
北京新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促

进中心共同发起 野银杏家园冶公
益项目遥项目围绕符合条件的 60
岁以上特殊困难老年人就餐难尧
防诈意识薄弱尧 数字鸿沟等问
题袁设计了野助餐尧数字尧生活尧健
康冶四大板块袁提供便捷餐食尧防
诈宣讲尧精神陪伴尧健康管理尧生
活照料和数字化能力提升等服

务袁成为解决助老野最后一公里冶
的落脚点遥

从一顿午饭开始

重阳节前夕，记者来到世纪

家园小区“银杏家园”站点进行探

访。虽然还未到开餐时间，但老人

们早早就来到这里———室外，志

愿者在为有需要的老人理发；室

内，社区医务人员在为老人测血

压，交代一些日常注意事项。

记者在这里见到了等候就

餐的胡爷爷，虽已年过 80，但他

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很好，谈起

“银杏家园”更是赞不绝口：“我

退休以后一个人生活，儿子工作

很忙，每天吃饭就成了我最犯愁

的事情。我的早晚饭相对简单，

中午饭有时候到外面的饭店解

决，但一方面是价格比较贵，另

一方面是口味不太适合自己，老

年人还是要吃的清淡一些。”

三个多月前，胡爷爷偶尔听

说世纪家园小区开设了“银杏家

园”助餐点，在经过自己实地考

察、尝试过专职厨师做的饭菜后，

他便成了站点的常客。而吸引他

的，不仅是适合老年人口味的饭

菜，还有主题丰富的日常活动，以

及来自站点社工和大学生志愿者

的关心和陪伴。他告诉记者，“每

天除了在这里吃饭，还能和老伙

伴们聊聊天，参加社区组织的活

动，也就不会感觉无聊了。”

同样每天在“银杏家园”就

餐的还有王爷爷老两口。两位老

人此前一直在密云农村老家生

活，子女都在城里打工。三年前，

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照顾不便

等问题，子女们将老两口从农村

接了过来，租住在世纪家园小区

一楼由车库改造的房子里。

“孩子们都在城里上班，回

农村老家比较远，也没时间照顾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离他们

比较近，虽然房间比农村的房子

小，但好在方便孩子们过来探

望。”今年同样 80多岁的王爷爷
告诉记者，小区里有助餐点，出

门几步就能到，解决了他们每天

中午吃饭这个大问题，而且站点

还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为生

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据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

会“银杏家园”项目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在北京、河

北、江西等 9个省市区落地建设
20余个站点，累计为 890余位老
人提供 18 万余次助餐服务，举
办防诈骗知识宣传、跨越数字化

鸿沟等多种类专题活动 1640余
场，累计受益人次达 22.2万。“有
一位孤寡老人因为参加了站点

的娱乐活动，慢慢变得乐观开

朗，让我们非常有成就感。”

为老服务不止于助餐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

《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
报》显示，截至 2023年年底，全国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29697
万，占总人口的 21.1%；65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为 21676万，占总
人口的 15.4%；全国 65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 22.5%。而
随着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老年

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就餐

难、就医难及缺乏心理慰藉和精

神陪伴等问题也日渐突出。

今年 8 月，国务院印发《关
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提出支持餐饮住宿、养老

托育等服务消费重点领域高质

量发展。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就此

表示，将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

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养老服务市

场，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企业等社

会力量参与提供养老服务。

9月，民政部召开全国养老
服务工作推进会议，提出聚焦老

年人急难愁盼和养老服务短板

弱项，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深化改革，构建分级分类、普惠

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

老服务体系。

事实上，近年来已有很多企

业、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

力量投入养老事业，其发起的相

关项目在服务老年人尤其困境老

年群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

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老年人群体

面临的就餐难、就医难、缺乏照护

及心理陪伴等现实问题。

据密云区阳光社区服务中

心发起人、执行董事耿明明介

绍，当地对类似助老服务的需求

非常大，目前密云项目站点的服

务已辐射到周边 300余位老人，
老人对站点服务的可选择性也

非常强。为保障服务质量，站点

有独立的后厨并且聘请了一名

专业厨师，同时安排两名志愿者

配合相关工作。

“在助餐之外，我们也按照

项目要求开展了防诈宣传、数字

服务等活动。作为项目运营机

构，我们充分利用自身社工资源

优势，安排机构专业社工为老人

开展个案服务或小组活动。我们

还和密云当地及北京市内五所

院校开展合作，邀请社会工作专

业的大学生以志愿者身份到站

点进行服务支持，让他们有机会

接触一线社会工作。同时，考虑

到不同老人的具体情况，我们还

组织开展了助医、助洁、入户走

访等活动，及时了解老人生活状

况。”耿明明介绍说。

采访中，一名社区志愿者告

诉记者，对于行动不便的特殊群

体，他们会开展送餐上门服务，

“银杏家园”项目不仅解决了社

区困境老人的吃饭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也成为社区特殊老年群

体健康的守护人。“有一天我们

发现一位天天过来用餐的阿姨

过了饭点迟迟没有来，电话也联

系不上，就安排志愿者到老人家

里查看，发现她因为突发疾病不

能动弹，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救

护车并通知了她的家人，好在最

后经过检查并无大碍。”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记者获悉，根据“银杏家园”

项目执行手册，开餐时站点需要

全程开启抖音直播，全面真实地

呈现老人用餐情况，同时也让捐

赠人看到站点老人真实的受助

场景。

实际上，“银杏家园”所有站

点在启动运营时都会要求执行

机构注册抖音账号，定期发布站

点老人生活视频，记录站点的助

餐、防诈培训、医疗服务等活动，

同时发布项目捐赠情况的进度。

这些内容会获得字节跳动公益

平台的流量扶持和推荐，以此倡

导更多抖音用户关注助老需求，

参与助老行动。近一年来，“银杏

家园”站点抖音号共发布视频

5208条，直播助餐 3245场，累计
筹款 17.8万元。

在北京新民社会组织能力建

设促进中心主任王虎看来，短视

频和直播是外界了解助老项目进

展的窗口：“短视频、直播的助力

让更多人能够直观地看到老人的

现状，从而激发每个人的善意，进

而了解、支持助老公益。”

作为互联网平台，抖音还积

极调动头部创作者的力量，以短

视频或直播的方式探访项目站

点，走近受助老年群体，以第一

视角了解项目具体实施情况，让

粉丝及更多用户了解老人做饭

不便、缺乏照料等实际困难，看

到老人最真实的生活需求。而通

过在创作者发布的视频中挂载

项目捐款链接，还可以为粉丝及

网友创造更为便捷的爱心参与

和捐赠渠道。

除了用户、创作者及社会组

织等力量，抖音平台上还汇聚了

诸多爱心商家，以不同的形式参

与为老服务事业。

记者从字节跳动公益方面了

解到，自“银杏家园”项目上线以

来，有近 6000家商家借助抖音爱
心好物计划，与“银杏家园”项目

进行挂接，通过售卖爱心好物商

品将一部分销售收入捐赠给该项

目。据统计，目前已有 468万次爱
心订单为项目筹款 37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抖音员工志

愿者也积极参与到助老行动中，

他们通过实地探访、组织义卖、

发布助老视频等多种形式，为困

境老人带去生活所需，呼吁更多

人加入助老爱老行列。数据显

示，抖音员工志愿者通过 5679次
捐赠为项目筹集 23 万元善款。
而在各方参与下，截至 9 月 17
日，有 70万用户通过字节跳动
公益平台为“银杏家园”项目捐

赠，捐赠金额达到 1743万元。
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

聚焦老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营

造良好的助老爱老敬老环境是

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北京字节跳

动公益基金会“银杏家园”项目

负责人表示，希望有更多人关注

并参与到助老行动中来，进一步

降低用户参与公益门槛，提升公

益效率，解决实际问题。

冶

野银杏家园冶站点举办反诈宣传活动在野银杏家园冶站点袁老人们边聊天边等待开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