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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一餐热饭”
托起“幸福晚年”

合理布局
确保服务可及

为实现助餐设施合理布局，

此次方案指导各地综合考虑辖

区老年人口规模、助餐服务需

求、服务半径、服务安全等因素，

通过依托现有资源改建一批、支

持社会力量拓展一批、因地制宜

适当新建一批等方式，优化助餐

功能布局。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

村老年助餐点就是这样一个统

筹使用的助餐场所。该助餐点位

于村集体工业园区内，由村集体

投资 100万元打造，厨房和餐厅
功能设施齐全，不仅为辖区老年

人供餐，还是园区食堂，“政府+
集体+社会+个人”的模式让助餐
点实现了最大效益。

洛阳镇副镇长吴柯含介绍，

自去年 12月 28日开业后，该助
餐点每天提供近 300 份餐食，
“村里老人支付能力有限，除了

区镇两级餐补外，我们还调动村

级集体经济和企业等社会力量

参与，成立‘岑村村助老百万光

彩基金’，进行二次餐补。”

去年 10月，经国务院同意，
民政部等 11部门联合印发《积
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

案》，对老年助餐服务作出系统

化制度性部署。民政部同时要求

各省（区、市）制定本地区实施方

案。为此，江苏今年适时推出“舒

心助餐”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坚

持需求导向，有效供给，合理布

局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并推进个

性化、人性化助餐服务，确保老

年助餐服务可持续。

根据部署，各地新增助餐设

施，将主要依托已有服务场地改

扩建和社会餐饮企业挂牌，最大

程度节约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

常住人口较少、助餐服务需求较

小的社区（村），可与邻近社区

（村）共建共享助餐服务设施，确

保现有资源得到高效统筹利用。

为减轻财政和集体资金压

力，岑村村助餐点也为园区及园

区以外的企业提供配餐服务，以

配餐盈余补贴助餐支出。菜品优

先向村集体小菜园、困难农户、

村集体市场进行零售价采购，带

动农民增收和就业。由于农村地

区居住分散、人口密度低，当地

采取“志愿者送餐+分餐点就
餐”方式，在村老街老年活动室

设置分餐场所，较远区域则送餐

上门。

拉长服务链
才能叫好又叫座

助餐行业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要想开得久，就得花样

多。线上平台+线下配送、中心
厨房+专业配送、就近服务+互
助服务、社会餐饮+委托服务、
饮食助餐+文化助餐……各地
因地制宜拉长服务链，解锁多元

化服务场景。

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道在

打造养老助餐中心厨房的基础

上，引入餐饮企业龙城灶，合作

开设“茶饭小馆”，“政府补一点、

企业让一点、个人出一点、慈善

捐一点、志愿者做一点”，多元化

的助餐机制，助力老年助餐行稳

致远。

茶山街道相关负责人王鑫

介绍，“茶饭小馆”每天 6时—20
时面向社会全龄段开放。辖区老

人预录入人脸信息后，可刷脸享

受助餐补贴。企业参与运营养老

助餐，可实现专业运营撬动助餐

提质、助餐人气反哺企业客流的

良性循环。

助餐点如何叫好又叫座？味

道和价格是关键。“茶饭小馆”打

破单一的中心厨房订餐配送模

式，新增现场自选菜品就餐，每

天供应 80种菜式，4类特价菜品
任意选。如今这家小馆成了常州

助餐服务流量王，日均服务老人

2300多人次，去年 7月底运营至
今，已为辖区超 29万人次老人
提供助餐服务。

为减轻财政负担，宜兴市

探索出“集体自发模式”。该市

周铁镇老年配餐中心投资方是

属地餐饮企业周铁镇粮湖饭店

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

利用自有房产 500 平方米开辟
助餐场地，总投资 150 万元，助
餐点后厨 25 人与粮湖饭店共
用，水电气享受约 10%优惠，目
前这个助餐点单日供餐能力达

到 1800 份。
周铁镇低保、五保对象中

的老年人，以及 70 周岁以上户
籍老年人都可享受助餐服务。

去年起，镇政府出资予以适当

补贴，比起政府自建运营的助

餐点，合作互助模式大大减少

了成本支出。

可持续运营
需“精打细算”

调查中记者发现，助餐点

实现收支平衡是可持续运营的

关键。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街道

悦华养老服务中心是一家养老

综合体，共三层，一、二楼是五级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三楼为小微

机构，内设医务室。整个中心承

担了助餐、助医、日间照料、喘息

服务、家庭床位、机构床位等 40
多项服务内容。其中，助餐点送

餐服务覆盖洪武路街道 10个社
区。老人可选择站点堂食或送餐

上门，全天供餐 300份。
设立助餐点最大的成本是

场地。南京市“养老十条”政策中

提出“两无偿、一优先”，即将社

区 40%以上办公用房、公共配套
养老设施无偿提供给养老服务

机构运营，行政事业单位的闲置

用房优先用于养老设施。政府可

采取招投标方式确定运营主体，

运营方需承诺 5 年协议期内不

改变养老用途。洪武路街道依托

已有养老设施建设助餐点，是降

低成本的一个有效方法。

四菜一汤+米饭杂粮，该助
餐点中午提供 8个菜、晚上 4个
菜供选择搭配。老年人中午套餐

价 15 元，75 周岁以上享受补贴
优惠 1元、套餐价 14元；政府扶
持对象五类老人享受补贴 2元、
套餐价 13元。优惠的价格、合适
的口味，吸引了很多老人，稳定

的客源成为可持续性发展的一

大支撑。

去年，该中心作为洪武路街

道示范性助餐点进行了升级改

造。按照南京市助餐点运营补贴

政策，该中心被评为“五级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可获得绩效补

贴 20万元。另外，经相关部门协
调，中心还享受水电优惠，目前

每月电费约 1.5万元、水费约 800
元，优惠后每年可节省几千元。

该中心负责人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去年助餐营业收入

111.56万元，补贴收入 52万元，
扣除菜金、人工和水电等各项成

本支出，年盈余 7.56 万元，基本
实现收支平衡。

助餐点建好，还要能用好。

此次方案明确提出，坚持有偿

服务，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当地

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对

享受助餐服务的老年人给予差

异化补贴。相关部门综合考虑

运营时长、助餐服务人数及人

次、老年人满意度等情况，给予

老年助餐点相应的运营补贴或

综合性奖励补助。社会餐饮企

业按规定从事老年助餐服务

的，可享受当地老年助餐点运

营补贴、绩效奖励等。

强化监管
提升就餐满意度

目前，不同区域的助餐服务

开始注重个性化。常州市钟楼区

北港街道运河苑社区“食光港港

好”助餐点占地面积 260 平方
米，可容纳 150人同时用餐。街
道相关负责人杜珊珊介绍，该助

餐点引入第三方机构保障运营，

现场烹制的“中心厨房”模式受

到辖区老年人、居民以及周边企

业员工的欢迎。

在这家助餐点，老人刷身份

证即可用餐，大数据会计算老人

选择的饭菜的营养成分，精准记

录、科学分析，并根据居民身体

情况推荐适宜菜品，确保吃得好

还吃得健康。同时，通过后台数

据反馈和居民需求，助餐点会及

时调整菜品结构，灵活定制菜

品，满足各类人群的口味。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负责

人介绍，“舒心助餐”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的总体目标是，用 3年时
间推动全省老年助餐服务扩面

增效：到 2024年底，全省范围以
县（市、区）为单位实现老年助餐

服务政策全覆盖，并进一步向城

乡社区延伸服务；到 2025年底，
全省范围有效服务、有效运营的

各类老年助餐点达到 1 万个左
右；到 2026年底，打造一批城乡
老年助餐服务示范点和优质服

务品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满

意度明显提升。方案同时聚焦服

务的“广度”，以独居、空巢、留

守、失能、残疾、高龄老人，以及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等老年

人为重点，将助餐服务逐步向其

他有需求的老年人拓展。

助餐服务面广量大，服务监

管流程也必须跟上。此次方案明

确要求，各地要对老年助餐点实

行统一备案管理，统一认定挂

牌，统一服务标识。对老年助餐

点逐步进行星级评定，老年助餐

点经县（市、区）民政部门审核备

案、挂牌后，方可享受相应补贴；

对有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老年

助餐服务企业，将依法实施联合

惩戒，让广大老人在家门口吃上

安心饭、暖心饭、舒心饭。

（据《新华日报》）

� 当前 ， 江苏省老年人口已超过 2000 万 ， 占比达
26.02%， 绝对数量居全国第二，99%的老人选择居

家和社区养老，“吃得好”成为评价养老质量的重要一环。 近
日，经江苏省政府同意，省民政厅等 11 个部门联合发布《江
苏省“舒心助餐”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在“苏适养老”品
牌框架下打造“舒心助餐”子品牌。 4 月 11 日，省政府召开全
省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推进会，部署如何因地制宜推动老年助
餐发展。

一餐热饭里，能品出幸福晚年。 老年助餐
如何叫好叫座、可及规范、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