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宁波

A052024年1月12日 星期五 广告 责编/董富勇 楼世宇 审读/刘云祥 美编/许明 照排/张婧

■代表委员走基层

“幸福里”座谈会结束已是傍晚6
时，代表委员们来到食堂橱窗前排起
了队，自费购买当日晚餐，和老人们一
起吃了顿“食堂餐”。

市人大代表、鄞州区明楼街道和
丰社区书记卢燚说：“作为居家养老
服务的重要应用场景，助餐只是一个
起点，要借此延伸更多为老服务。”卢
燚建议，城市社区和乡村结对，把乡
里的土特产、新鲜蔬菜送进城，城里
也去乡下短途旅游消费，两方资源都
能拉动。

“经营账目是怎么样的，能盈利
吗？”每到一处，市政协委员、宁波国际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数改研
究院总负责人王宏宇都特别关心“账
务”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食堂能自
我良性运营，才可长久地为老人服务
下去。“一方面靠政府补贴，另一方面

更要靠市场口碑，两条腿走路才能更
稳健。”

来自江北区的政协委员、浙江众
信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助
理陈智渊关注到老年服务站点的选
址难、改建难等问题，此次调研为她
的提案丰富了一线信息。她建议，由
政府牵头整合社区或周边的闲置空
间资源，进行盘活和改造开发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或站点，通过低偿或无偿
租赁、承包、参股等方式，将养老机构
委托给第三方运营，为其降低运营成
本，以作为嵌入式养老模式发展的基
本保障。

代表委员表示，一线调研到的这
些信息，带给他们不少思考，将有效地
融合进后续的相关提案建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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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办好
老人舌尖上的
“食事”
代表委员走进城乡老年助餐点

老年助餐服务是老年人关心的“关键小事”，也是事关千家万户
的民生实事。如何让老年人吃得“舒心、安心、开心”，实现老人用餐
从“舌尖”到“心间”的幸福提升？

日前，“代表委员走基层”栏目聚焦老年食堂助餐服务，与市人
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一起走访了位于奉化区江口街道王溆浦村的颐
善堂、鄞州区白鹤街道“幸福里”社区食堂。代表委员们听一听老年
朋友的心声，聊一聊经营中的难题，吃一顿老年食堂的晚餐，实地调
研老人们舌尖上的民生“食事”。

抵达奉化区江口街道王溆浦村，从
村口往巷里走不到100米，便能看到挂
着“颐善堂”牌匾的老年食堂。和许多

“空心村”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外出工
作，留在村里的大部分是老人。

王国平今年85岁，因为身体硬
朗，选择居家养老。老伴做了心脏支
架，身体不好。他告诉我们，在村里
没有老年食堂的时候，自己经常吃剩
菜剩饭，也少有心思做点好吃的。

2022年9月，颐善堂建成投用，
标准化厨房，近百平方米空间，可同
时容纳50人就餐。食堂每周更新菜
单，贴在公告栏上，一天中饭晚饭两
餐，三菜一汤一饭，70-80周岁老人，
每人每月280元；80-90周岁老人每
月200元；90周岁以上每月100元。
折算下来，不同年龄段的老人，每日
两餐都在食堂吃，每人每餐最高不超
过5元，最低仅1.7元左右。

村里办食堂，钱又从哪里来？如

此低的价格，食堂能否维持正常运
营？代表委员在调研中了解到，村里
采用“政府补一点、老人付一点、企业
捐一点、志愿者助一点、村里供一点”
方式，合力解决资金问题。

奉化区政府给予补助，村集体筹
资，社会爱心人士、企业募捐，为食堂
运营提供资金支持。现在，颐善堂每
天约有30名老人选择就餐，厨师和
两名帮工驻点。“一年下来，食堂要补
贴20万元左右。”王溆浦村书记王政
说。

代表委员被食堂墙上公示的两
张榜单所吸引，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一张醒目的红色榜单是捐赠公示，记
录了颐善堂创建之初33位爱心人士
和企业的资助情况，合计募集了40万
元余。另外一张是志愿者亮相台，45
名志愿者轮流值守，为老年食堂提供
包括采购、烹饪、配餐、送餐、清洁等

“全包式”服务。

合力——
每餐最高5元，让农村老人吃上热乎饭

和农村助餐点不同，当前位于宁
波城区内的不少老年助餐点则大胆探
索起多样的市场化运营路径。

“我们社区办的食堂推出套餐18
元，还有烤鱼、三鲜汤套餐，甚至还有
桌餐，价格相比酒店、商场划算多了。”
鄞州区白鹤街道的居民周奶奶是“幸
福里”常客，“这里选择很多，平时还有
文化课程培训，各种活动很丰富，很受
社区居民欢迎。”

去年重阳节，“幸福里”开业，这家
集医养康于一体的养老中心和儿童活
动中心就像一颗明珠，“嵌入”到了白
鹤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占地1200余平方米的“幸福里”，
除了社区餐厅，还引进了白鹤卫生院

中医馆康复理疗门诊，名医坐诊，老年
人可以在家门口就医，还能享受医
保。代表委员参观了中心配建的心理
疏导室、图书室、观影区、助浴室、护理
专区、儿童活动室、适老化设施，纷纷
表示“跟家一样温暖”“退休生活有了
具象的模样”。

根植居民小区内，辐射群体广泛，
对“幸福里”来说是一件“双赢”的事
儿。投资运营方新日月生活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嫦娥介绍：“老
年食堂是薄利行业，仅仅依靠老人用
餐的收入，无法维持食堂的正常运
营。所以现在社区食堂给予老年人优
惠的同时，也推出市场化的菜品，吸引
其他居民用餐。”

？

代表委员点购老年食堂晚餐代表委员点购老年食堂晚餐。。

探讨——
如何让老年食堂更行稳致远？

整合——
“嵌入”社区，老人和居民“双赢”

■宁波银行专栏

“宁波银行的服务真没话说，谢谢你
们！”一位老奶奶对上门服务的银行人员
激动地说。原来，这位奶奶的丈夫突发中
风，看病急需用钱，但忘记了借记卡密
码。宁波银行新河社区支行考虑到老爷
爷意识清醒，于是抽调人员上门服务，为
老人重置了银行卡密码。

据悉，针对残障人士、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宁波银行网点提供上门办理业务的
服务，其中，2023年，已为宁波2819名老
年人提供了上门服务。

上门服务是宁波银行针对老年人提
供的服务之一。宁波银行网点，准备了老
花镜，设置了爱心座椅，综合柜员机、现金
柜员机、移动助手等银行智能机具都有大

字版、语音播报功能。宁波银行的客服电
话有“老年专线”，手机银行APP“关爱版”
有朗读功能……

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8
亿，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到银行网
点办理业务的客户中，很多都是老年人，
而银行网点适老化改造更加规范，更注重
细节，做到暖心贴心。

数据显示，2023年，宁波银行宁波地
区246家网点通过手机银行远程视频功
能为老年人提供了超过21万笔转账、身
份验证、业务咨询等业务，宁波银行手机
银行“关爱版”提供了近156万人次服务，
电话银行“老年专线”提供了超过14万人
次的服务。

适老化改造是硬件，而养老综合化服
务则是软实力。2023年10月末召开的中
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到做好五篇大文章，养
老金融是其中之一。

在发展养老金融方面，银行既提供支
付结算、账户管理等金融服务，也在养老
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方面发力。

2022年11月，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北
京、上海等36地启动实施，宁波银行获得
个人养老金业务首批试点银行资格，从此
在账户功能、产品配置、投资体验等方面
持续提升客户的养老金融服务体验。

宁波银行与全市场头部的产品公司
均有密切合作，在致力提供全品类养老金
融产品的同时，重点聚焦中长期业绩好、

表现稳健的产品，着力打造精品产品库，
并严格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进行配置。
目前，宁波银行养老储蓄、理财、基金和保
险产品均已上线，已超115款，能满足各
类客户的养老投资需求。

宁波银行结合资产配置系统，上线养
老金融规划服务，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长
周期、一体化的养老金融建议，推动个人
养老金业务实现从“账户”到“产品”，再到

“规划”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陪伴”服
务，让老年人从“养老”到“享老”，守护“夕
阳好”。

宁波银行：暖心适老化，守护“夕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