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条 为了规范居家养老助
餐服务活动，提升助餐服务水平，营
造全社会参与、支持助餐服务的良
好氛围，更好满足居家老年人助餐
需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居家养
老助餐服务（以下简称助餐服务），
是指政府或者社会力量举办，以老
年食堂、助餐服务点等为载体，为本
市居家老年人提供制餐、配餐、送
餐、用餐等服务的活动。

本规定所称的老年食堂，是指
主要为居家老年人服务，不以营利
为目的，具备膳食加工、配送、堂食
等功能的场所。

本规定所称的助餐服务点，是
指依托餐饮服务提供者设置的为居
家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的场所，包
括设置在餐饮服务场所内的助餐专
区和单独设置的具备配送中转、堂
食等功能的场所。

第三条 助餐服务应当遵循政
府引导、市场运营、家庭尽责、社会
参与的原则。

本市应当建立覆盖城乡、布局
合理、普惠共享、方便可及的助餐服
务网络，优先保障经济困难、失能、
高龄、独居等特殊困难居家老年人
的助餐需求，并为其他有需求的居
家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

第四条 老年食堂和助餐服务
点应当选址在老年人口相对集中、
便于出入的区域，具有统一标识和
适合老年人就餐的环境，提供符合
老年人饮食习惯、安全卫生、营养均
衡、价格优惠的餐食。

具体建设标准和服务规范由市
民政部门会同市场监管、住建等部
门制定。

第五条 区 （县、市） 人民政
府应当在每个乡镇、街道至少举办
一 家 标 准 化 老 年 食 堂 。 鼓 励 村

（居） 民委员会、慈善组织等举办
老年食堂。

镇 （乡）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根据老年人口分布、助餐需
求、区域地理状况等因素，在村

（社区） 合理布局助餐服务点。

鼓励餐饮企业、养老机构、单
位食堂等参与老年食堂运营、助餐
服务点建设。

老年食堂、助餐服务点可以依
托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居家
养老服务站、老年活动室等场所建
设。

第六条 市和区 （县、市） 人
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助餐服务资金的

投入，在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用于
老年食堂、助餐服务点的建设、运
营补助等。

市和区 （县、市） 人民政府应
当通过政策引导、购买服务、给予
补助等方式，支持餐饮企业、养老
机构、单位食堂、外卖配送企业等
参与助餐服务。

具体补助办法由市和区 （县、

市） 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等部门制
定。

家庭成员应当履行关心、照料
居家老年人的责任，主动为其接受
助餐服务提供支持和帮助。

鼓励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
织通过捐赠、设立助餐服务项目、
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助餐服务。

第七条 市和区 （县、市） 民
政部门是助餐服务工作的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实施、统筹协调、监
督管理等工作。

市民政部门应当依托养老服务
综合信息平台，向社会公众提供助
餐服务网点地址、联系方式、开放
时间等信息查询、满意度评价等服
务。

财 政 、 市 场 监 管 、 住 建 、 公
安、消防救援、农业农村、商务等
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助餐服务相
关工作。

第八条 市和区 （县、市） 民
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助餐
服务点的申报认定工作，认定结果

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市和区 （县、市） 民政部门应

当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对老年食堂和
助餐服务点的服务质量、食品安
全、卫生状况等加强日常监管，定
期组织开展满意度调查和服务质量
评估。

市和区 （县、市） 人民政府应
当对助餐服务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
位和个人给予褒奖。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
规定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民政
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处理并
反馈。

第九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的地方性法规
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规定，老年食堂和助餐
服务点未提供助餐服务或者提供的
助餐服务不符合规范的，由市和区

（县、市） 民政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取消其助餐服务资格。

第十条 本 规 定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宁波市居家养老助餐服务规定（草案）

为了规范居家养老助餐服务活动，提升助餐服务水平，营造全社会
参与、支持助餐服务的良好氛围，更好满足居家老年人助餐需求，市人大
常委会将《宁波市居家养老助餐服务规定》列入 2024 年立法计划审议项
目。前期，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深入调研、反复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形成了草案。现将草案全文公布，市民、代表和社会各界如有修改意
见和建议，请于 6 月 12 日前告知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联系地址：宁波市宁穿路 2001 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邮编：315066 联系电话：89182967
电子邮箱：nbrdfgw@163.com

关于征求《宁波市居家养老助餐
服务规定（草案）》意见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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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肖） 昨日，浙
江多地气温飙升，宁波气温也突破
30℃，其中慈溪、余姚、奉化、江
北 四 地 气 温 更 是 超 过 35℃ 。 此
外，昨天下午起我市大部分地区出
现阵雨或雷雨，截至 19 时，全市
平均雨量 4 毫米，象山西泽码头站

（贤庠） 雨量最高 55 毫米、其次是
鄞 州 吴 徐 村 站 （横 溪） 40 毫 米 。
鄞州农业实验园站 （东钱湖） 和宁
海双盘涂站 （越溪） 还出现 8 级雷
雨大风。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日还
有 一 场 强 降 雨 席 卷 浙 江 、 江 西 、
福建、广东等地，其中广东中部
等局部地区将遭遇大暴雨。对于
宁波而言，这场强降雨同样不容
小觑。受系统东移和冷暖气流交
汇 影 响 ， 从 昨 日 后 半 夜 至 今 日 ，
宁波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由
于降雨分布广泛、强降雨中心分
散且局部地区雨势强劲，市民需
加 强 防 范 暴 雨 可 能 引 发 的 山 洪 、
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

灾害。
尽管降雨将对交通和户外作业

带来一定影响，但好消息是这场降
水不会持续太久。市气象台预计，
从明日起，天气将逐渐转好。今日
降雨过后，除了 5 月 31 日可能有短
时阵雨外，本周宁波大部分地区将
以多云天气为主，市民可借此享受
舒适的初夏时光。

虽然昨日的高温天气令人措手
不及，但雨水和弱冷空气的共同作
用将使气温迅速回落。宁波市气象
台预测，今日最高气温预计 26℃左
右，较前一天狂跌 8℃。尽管 26℃的
气温不算低，但市民仍需根据自身

体质适当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宁波

的天气将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
25℃ ~30℃ 之 间 ， 最 低 气 温 则 在
17℃~21℃。总体来说体感较为舒适。

此外，今年 1 号台风“艾云尼”
已在菲律宾吕宋岛上生成，预计将
在 27 日前后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
强度缓慢增强。气象部门专家表示，
该台风对浙江基本无影响。值得注
意的是，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
1 号 台 风 生 成 时 间 较 常 年 明 显 偏
晚。据统计数据显示，1949 年以来，
1 号台风生成最“偏爱”的月份是 1
月份（28 次）和 4 月份（16 次）。

宁波昨日多地气温超35℃
市民需注意防范暴雨灾害

气象

新闻
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卢亚红 王静远

昨天一早，鄞州区首南街道文
华社区二楼活动室，一位外国男教
师和居民围坐在一起，向大家讲述
世界各地的传统美食和风俗习惯。

这位男教师叫可汗，今年 41
岁，来自巴基斯坦，在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教书。“饺子并非中国独有
的食物，在巴基斯坦，饺子也一样
拥有悠久的历史。巴基斯坦的饺子
馅料，一般是由羊肉、洋葱和辣椒
等食物组成的⋯⋯”可汗娓娓道
来。

作为鄞州正在全力打造的国际
化社区，文华社区辖区内有浙大宁
波理工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宁
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 5 所高校及
学府苑、鄞州区人才公寓 2 个住宅
小区。辖区内共有来自西班牙、澳
大利亚、巴西、波兰等国家的 66
名国际友人，有的从事教育工作，
有的从事外贸行业，还有留学生和

访问学者。
在众多国际友人中，可汗是积

极融入社区、投身志愿服务的一
员 。 高 教 园 区 有 大 学 生 超 10 万
人。每年有不少学生申请出国留
学，写英文版的推荐信和个人简
历，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可汗带

领雷加、玛格达琳娜等国际友人，
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学生修改简
历、撰写英文推荐信。

每年暑假，在鄞州团区委和首南
街道的帮助下，文华社区都会面向鄞
州引进人才的子女推出公益暑期趣
味课堂。可汗妻子Kp发挥所长，免费

教孩子们学英语。
如今，可汗一家已经和邻居、

社工、网格员、小区保安、超市售
货员等打成一片。每逢周末或节假
日，可汗总会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
包汤圆、做香囊等活动，还邀请居
民到自家做客，一起烧烤、做披
萨，畅聊天南地北。前不久，有邻
居因下班晚无法在正常时间接孩子
放学，可汗夫妇主动帮忙接孩子、
辅导作业、准备晚餐。

作为大学教师，可汗多次带
领学生驻村调研，探寻中国乡村
振兴的生动实践案例。5 月初，他
的 新 书 《中 国 的 全 球 形 象 塑 造》
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凝结了他在
中国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心路
历程，也是他向远在巴基斯坦的
亲人讲述他在宁波的幸福生活的
见证。

“我刚来中国时，一句中文也
不会说，是宁波人民的友好和无私
帮助，让我快速融入，成为‘本地
人’！”可汗告诉记者，因为感受到
了这份特别的温暖，所以他萌发了
用志愿行动来回报宁波这片土地的
念头。

社区里来了一位“洋志愿者”

可汗和居民在一起可汗和居民在一起。。 （王博 卢亚红 摄）

徐根凯

据昨天 《宁波日报》 民生版
报道，眼下，本地产大棚杨梅陆
续上市，宁波杨梅主产区余姚、
慈溪的政府部门和杨梅专业合作
社对杨梅进行质量安全检测。

食 品 安 全 是 社 会 关 注 的 热
点、焦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的高低，则直接影响农业产业的
健康发展。本地杨梅大量上市在
即，加大对杨梅质量的监督抽查
力度，保障杨梅质量安全，对促
进农民增收、带动旅游产业发展
等意义重大。

宁波是杨梅传统产区，历史
悠久，享有盛誉。除了余姚、慈
溪，这些年来杨梅种植产业还快
速向周边延伸，宁海、奉化、象
山、鄞州、江北、北仑、镇海等
地的杨梅种植基地也已形成规
模。由于杨梅具有裸果食用、集
中上市、不易保鲜等特点，故杨

梅的质量安全一直颇受公众关
注。

科学规范检验，是保障食品
安全的关键一步。一方面，要围
绕杨梅全产业链存在的风险隐患
点，开展“一品一策”行动，在
规范用药、绿色防控、群防群治
等方面重点发力，构建一整套科
学管控体系，让监管变得更加精
准；另一方面，要对各杨梅种植
基地、合作社、杨梅交易市场等
进行抽查，把好“最前一公里”
和“最后一公里”的关口，确保
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今年，宁波相关部门将加大
杨梅检测频次，预计安排 300 批
次定量检测和 1500 批次定性快
检。在杨梅集中上市期还将建立
监测日报，每天向市民公布地产
杨梅检测合格率，以求让消费者
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让杨梅经得起安全考验

记者 何晴 通讯员 俞笠

昨日上午，2024 年宁波市第
四届精品西瓜推选暨高塘岛西瓜
市集在象山县高塘岛乡举行。活
动现场揭晓了宁波市第四届精品
西瓜推选的金奖名单。

象 山 高 塘 义 平 家 庭 农 场 的
“高塘西瓜”、江北晓叶家庭农场
的“甬上慢村”、北仑绿土蔬果种
植场的“梅蜜”等 16 个品牌的精
品西瓜获金奖。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吸引来自
全市 17 个品种、79 个品牌的西瓜
参加“打擂台”，由专家评委和大众
评审对推选样品分别进行打分。

在专家评审环节，来自浙江
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市农
科院及市农业农村部门的专家评
审 团 ， 结 合 参 赛 样 品 的 外 观 形
状、瓤质成熟度、果实剖面、甜
度风味及品牌、包装等方面进行
综合打分。

“今年西瓜总体品质不错，口
感很好。”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

术学院教授汪炳良参评后说，希
望广大农户继续推广优质高效的
品种和嫁接栽培技术，大力发展
设施栽培，延长采摘期，提高抗
逆性，进一步提升西瓜品牌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西瓜，是象山县高塘岛乡的特
色农产品，也是享誉内外的“金名
片”。海岛特殊的盐碱地土质和湿
润气候条件，让高塘的西瓜口感松
脆、瓤红多汁、质地细腻。近年来，
高塘岛乡以瓜为“媒”，加快推动农
文旅全域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目
前 全 乡 西 瓜 种 植 面 积 1200 亩 左
右 ，亩 产 最 高 3000 公 斤 ，年 产 值
2800 万元左右，种植规模位居全
县第一。在本次活动中，高塘岛乡
获得“宁波市高品质西瓜生产示范
基地”荣誉称号。

当天还开展了西瓜市集、西
瓜游园会、西瓜午宴、少数民族
理论宣讲课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高塘西瓜、海鸭蛋、本土粮油等
特色农副产品、文创产品吸引众
多游客驻足选购。

顶呱呱！
精品西瓜“打擂台”

本报讯 （见习记者龚旭琪）
日前，“金芝源杯”2024 宁波第
二届善乐中老年文化季开幕式在
江北区文化馆举行，活动现场同
步开启文化季各项赛事活动。

本届中老年文化季活动由甬
派和宁波市善乐中老年文化活动
中心联合主办，邀请甬剧领军人
物王锦文、宁波市舞蹈家协会主
席朱宁、海曙区文化馆馆长毕小
龙、宁波青年文艺之星吴建成等
20 余位甬城文化艺术名人担任专
家顾问。

文化季比赛项目涵盖书法、
绘画、戏剧、朗诵、舞蹈、合唱
等六大类别。书法和绘画比赛即
日 起 开 始 征 稿 ， 至 7 月 20 日 截
稿。另外几个项目将于近期开始

报名，市民可及时关注甬派客户
端上的报名信息。

本次“金芝源杯”2024 宁波
第二届善乐中老年文化季活动为
各 个 项 目 设 立 金 奖 一 名 、 银 奖
两 名 、 铜 奖 三 名 ， 另 外 还 将 评
选 出 “ 宁 波 志 愿 者 之 星 ” 三
名。9 月，中老年文化季将在宁
波 10 个 区 （县 、 市） 举 办 “ 行
走 中 的 书 画 展 ” 活 动 ， 展 出 26
位书画名家的百幅作品，让艺术
走进社区。

据了解，去年举行的首届善
乐 中 老 年 文 化 季 设 置 的 时 尚 走
秀、舞蹈和声乐器乐戏曲三个类
别 的 海 选 活 动 ， 吸 引 来 自 各 区

（县、市） 的 80 多支队伍、1000
余名选手报名参赛。

第二届中老年文化季启动

昨日上午，民俗大
巡游暨夏游季活动在镇
海区九龙湖景区火热举
行。舞龙、踩高跷、耍
走马灯等多支非遗文艺
队走进景区，与游客互
动，为九龙湖镇夏日文
旅活动拉开序幕。

近年来，九龙湖镇
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
一方面，大力传承发展
本地民俗、非遗文化，
积极组建并培育专业性
高的文艺团队，让他们
参与各类文旅演出；另
一方面，引导有条件的
村 民 开 设 农 家 乐 、 村
咖、民宿等，助力村民
增收。

（徐诚 岑思懿 摄）

民俗大巡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