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让老人“ ”宁波因地制宜
办好老年助餐服务吃吃得饱

得好

10月11日上午8点，鄞州区东胜街
道樱花社区老年助餐点人气旺了起来。
作为这家老年助餐点的常客，社区居民王
贵早早赶来排队购买早餐。

“这里的早餐很实惠，包子、馒头之类
的都是1元-2元，每周一三五还有半价活
动，我们几乎天天来买。这个助餐点离家
近、味道适口，方便也实惠。”王贵说，除了
早餐，平时他和老伴懒得开火做饭，也会
来吃午餐、晚餐。

樱花社区由5个新老小区组成，常住
人口中60周岁以上老年人1311人，占比
20%左右，老龄化程度较高。网格员曾入
户调查发现，不少老年人亟须解决早中晚
餐的问题。

这家兼顾早中晚餐的老年助餐点，开
设在社区中心广场附近，运营两个月来，
受到辖区老年人的欢迎。

“早餐的价格比周围早点铺实惠，口
口相传后，越来越多老年人来购买，常常
供不应求。久而久之，大家也知道这里还
提供中饭和晚饭，套餐定价15元，城区老
人还是能接受这个价格的，他们对菜品、
口味、质量的要求较高。”老年助餐点的店
长说，刚开始营业的时候，习惯做湘菜口
味的他还摸不清本地老人的口味，磨合了
一段时间才有起色。

目前老人就餐的人数越来越多，空间
已经容纳不下堂食人数。“社区正在协助我
们调换更大的场地，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好
的就餐体验。”店长对助老事业怀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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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社区老人购买爱心早餐。

民以食为天，吃饭对老年人
尤其重要。一顿热乎的饭，却是
很多居家老人的难题。

近年来，宁波全域织密助餐
服务网络，因地制宜探索各种助
餐模式。截至目前，全市建有老
年食堂、助餐点等各类设施 1541
个，惠及老年人超 2000 万人次，
服务覆盖率超95%。

截至 2023 年底，宁波 60 周
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200.1万人，
如何让老人“吃得饱、吃得好”？
老年人对助餐提出哪些新要求？
养老助餐模式又有什么新趋势？
连日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老年助餐服务首先要保证覆盖到最
需要保障的群体，主要是那些失能、失智、
高龄等不具备做饭能力和不方便做饭的
老人。而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宁波老年食
堂的服务内容和经营模式得到完善和创
新，部分食堂逐步扩大服务对象，从服务

“老龄”到服务“全龄”。
江北孔浦街道绿梅社区老年食堂于

去年10月投运，不仅有老人光顾，还有年
轻人光顾，周末也有家长带孩子来吃饭。

“虽然无法享受到社区老年食堂的优惠价
格，但是相对于外卖，我们还是更倾向于
品类丰富、安全可靠的老年食堂。”一位带
着刚放学的孩子来就餐的女士告诉记者。

走进东柳街道东海花园的老年助餐
点，食堂墙面是复古花砖，搭配木质桌椅，
再加上暖黄的灯光显得非常温馨，现场老
年人和年轻人有序排队点午餐。

“这家老年助餐点的装修设计比较新
颖，还引入了茶吧、咖啡等服务，对中青年
居民也有吸引力。”老年助餐点负责人说，
助餐点并不局限于老年群体，还针对辖区
有就餐需求的居民提供助餐服务，同时还
推出了减脂餐、炒菜、生日宴等各种定制
化的助餐服务。

多位助餐点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年轻
人愿意来老年食堂就餐是好事。老年食
堂需要实现自我造血，从“老龄”延伸到

“全龄”，拓展消费群体，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路径。

当然在尝试过程中，肯定有不少需要
完善的地方，这项民生实事可持续发展需
要老年人乃至社会各界更多的关心、善心
和耐心。

记者 林微微 通讯员 徐敏 文/摄

宁波市在全国较早开展探索居家养老服
务工作，老年助餐服务则作为重要内容统筹
推进。全市老年助餐服务设施数量不断增
加，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多样化的服务模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老年助餐
服务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社区食堂，主推

“公益+低偿+市场”发展模式；二是共享餐
厅，社区餐饮参与共建，在原有基础上适度
让利，提供助老服务；三是专业机构承运老
年食堂，通常场地、人员、硬件设施都更加
完善、齐全，菜品服务更优。

以东胜街道樱花社区为例，该社区通
过合伙人方式，以“公益+低偿+市场”的运
营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品质化的
助餐服务。

“我们在租金、水电气等方面提供优
惠，餐厅为社区提供老年助餐服务。”樱花
社区党委副书记周立峰介绍，餐厅晚上订
餐多，旁边还有幼儿托管班，也可为孩子提
供晚餐，拓宽老年食堂的服务面，从磨合期
来看，基本实现了“双赢”。

海曙区南门街道联合辖区商铺成立
“爱心助餐联盟”，包括早餐铺、中西餐、咖
啡、茶饮等50多户商家，面向60周岁以上
老人提供助餐服务，在市场定价基础上享
有一定折扣和满减优惠。

阿明嫂大食堂是最早加入联盟的企业
之一，店内墙上贴有老年人“膳食指南”和
优惠说明——消费30元内打8折，另有老
人一荤两素16元套餐。“敬老爱老是我们应
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为老人提供助餐，单
票利润小了，但街道、社区也帮我们做宣传
引流，生意更好了，何乐而不为。”阿明嫂大
食堂的负责人叶如娟表示。

不管哪一种运营模式，相比于能到助餐
点堂食的老人来说，行动不便的老人面临更
大的就餐难题。如何打通“就餐最后一公
里”，让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饭？

镇海招宝山街道总浦桥社区创立了
“车轮食堂”，每天工作人员将一份份饭盒
装进面包车，穿梭在街道小巷，将餐送到不
方便出行的残疾人或独居老人家中。类似
的送餐上门服务模式逐渐延伸到宁海、象
山等山区，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吃上热乎可
口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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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孔浦街道绿梅老年食堂。

樱花社区暖心餐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