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12345#
678893:;<=3>?@ABCDE9F312GHI
JCKLMNOPQRLST+,UVLWXYZ;[3
\]^_-.U`Va3b,Ic+,U`Va-de
@AD

!"#$%& '()*+,-./

124f\ghijkl(2mnop3qrhs
12t`(uvjk3w5xyh5z{|}~!"#
5$%3&'(),z*1+h,!-.Va"/01

2uch5z{34+}56a#57R87L+,z*
}19/:h!"-;Va"/<12uch5z{=
>!"56a#57R87L+?z*1+19h!"
@A%BCVaD/<1uC-2CE=>h!"D

F+,xGHI12U`VauJ*3KLMLN
6a+,zLDOM9'-PQ39'ReSLde_3
12T@AUV%BCW12X-55Y+2L%BC-

.U`VaZ[+2LCE\d/0-.U`+2D

012345 $6789:

2X]5aM^jUV#_@AD#_w52`/
`a5Lb*acLVdaeLfgahLxKai(2j
a:|5X]aM$%3kUlKcmEno/`Vp
qLZ[/`V!rLstuv/`Vxw(0E/`
5Y|}D

der2xyz{|&Dr}~"de|}5Y3
w52:!"#0$%&5z{|}3-;'('(uc-.
U`+2z{|}5Y\)*+ ,(r-./R0|&3
1234253-;'('(IcU`+23425,(rD

;<=>?@ ABCDEF

qrs678t{Dxy96^1:;35<I=
+,>?1+3U<I@+,>?1+3AqU<2:B
:?5+,>?1+CD-@1(EcFGHIiJK

C1t{^1:;--;IELyU`Vat{:;W
1MN+2-OPcQRSfg6TxK3-;%BC
cQ}Z[-25Y7R87D

#_2U`VWP5cQ}^1$%3kU2U`X
kLVW&t5(^1|pYpD12+,U`Vac
Q}^1$%Z[(\]3̂ @'('69_%BC-.V
aV1U`ab-.U`VacZ.aLuc+,U`V
aV1U`aZ.aD

GHIJKL <MNOPQ

<SU`WX%BDqr(``U`S_&t3A

qU<%BC+,U`Vade3Aqf5%B&')
,(dgCEnoU`Vade-r}Va6T2Xh
i)53OPcjJK1+)*k+35<cm+jlm
nopVxKqIkIN3>?VU`~KZ@Ars
\r(6T~WX!tD

2Kuvb,wxyzDg{122K|suv
2)*+/$%5312wxyz2K|suvz{}{
09@~uCv!"!2_5(.E-̂ @%BC#!$
\Lyd|Lcm+j%&lm2WX#!$\Lyd
|5.^'()D

!"#$%&'()*+,-./

社会社会 1414 2022年 6月 28日 星期二

■有温度的举措 暖民心的行动R

核心阅读

去年以来，山西
太原围绕养老服务，
布局社区食堂，解决
老年人吃饭不方便问
题：建立大数据库，根
据老年人分布情况，
科学选址，方便老年
人就近就餐；通过出
台一系列优惠政策、
提 供 运 营 补 贴 等 措
施，吸纳社会力量参
与食堂建设，提升服
务水平；实行动态管
理办法，加强运营状
况和卫生环境监管，
确保食堂饭菜安全、
卫生。

本版责编：李智勇 徐 阳 周春媚

到了午饭时间，记者看到年逾

六旬的李党生老人，一如往常来到

位于山西太原桃园南路的新建南

路二社区食堂。“你好，我今天要一

份米饭套餐！”几分钟的时间后，葱

头炒肉、素烩菜、一碟小菜、一碗鸡

蛋汤，再加一碗米饭，热腾腾地送

到了老人面前。

在新建南路二社区，像李党生

这样的老人就有 2000多人，占社区总

人口的 1/3。这些老人都可以花便宜

价钱，吃一顿有荤有素的可口饭菜，

省钱、省心、省事地解决吃饭问题。

太 原 市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有

85.45 万 人 ，占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的

16.11%。调查显示，“吃饭不方便”

一直是老年人群体的烦心事，更是

老人子女们的操心事，急需社区配

套养老餐食服务。

去年，太原市围绕社区养老服

务，布局建设 152 家社区食堂，为老

人就餐提供便捷的场所，让老年人

群体，特别是空巢、独居、留守、高

龄等生活有困难的老年人能够就

近吃饱、吃好。

科学布局精确选址
就近做好精准服务

“从家走过来只需要几分钟，吃

完饭溜达回家，正好消消食，这个距

离刚刚好！”记者碰上了在社区食堂

吃完饭溜达回家的乔大娘。她是起

凤街社区食堂的常客，“吃饭就在巷

子口，菜量合适、价格实惠、荤素搭

配，营养又卫生！”提起社区食堂的

伙食，乔大娘竖起了大拇指。

起凤街社区食堂是太原市建

设的第一批社区食堂。该社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共有近千人，占到总

人口近 1/4。在社区食堂就餐的老

人，需要填写就餐卡信息登记表，

并由社区审核登记具体情况，确认

成功后，老人就能吃上价格优惠的

爱心套餐。

在太原，能像起凤街社区老年

人一样享受到就餐服务的还有不

少。太原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市社

区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夏同杰介绍，

社区食堂在选址上实行“两避开、

三靠拢”，即避开繁华商业区、饭店

集中区，向居民聚集区、学校集中

区、保障薄弱区靠拢，500 米服务半

径内设一家社区食堂，真正让“社

区食堂进社区，回应群众最急需”。

太原全面建立以空巢、独居、

高龄等生活困难老年人群体为基

础的大数据库，确定老年人群的基

本分布情况，并据此布局首批社区

食堂。优先选择老年人较多、就餐

需求相对集中的小区，并在社区食

堂 配 置 无 障 碍 设 施 ，方 便 老 人 就

餐，实现精确选址、精准服务。

中午时分，海东社区食堂的工

作人员上门给社区 91 岁的贾大娘

送饭。帮老人打开餐盒的瞬间，饭

菜香扑鼻而来：过油肉、土豆丝、炖

豆腐，有汤有饭。“社区食堂帮我们

解决了大难题，让我母亲在家里就

能及时吃到热乎乎的饭菜。”贾大

娘的女儿说。

社区食堂对行动不便、不能堂

食的老人进行登记，并根据相关要

求，按时把饭菜送到家里。紫正南

社区食堂每天为辖区内 60 多名老

人免费送餐，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

吃上可口的热乎饭。

出台政策提供补贴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午饭时间，在位于五一广场附

近的南官坊社区食堂，不少附近居

民来排队选餐，呈现出一派红火热

闹的景象。这里，700 多平方米的

食堂，卫生整洁，凉热菜品有数十

种，主食种类繁多。

“饭菜选择多，做得好吃，而且

价格实惠。”家住附近的韩大爷选了

好几个可口的菜，美美地吃上一顿。

为提升服务水平，南官坊社区

食堂引入了三晋国际饭店，专门开

辟场所，为附近居民提供多种餐食

服务。虽说是社区食堂，但环境、菜

品与酒店的并无二致。附近居民高

兴地说：“在社区食堂花平价饭钱，

就能吃到四星级饭店的口味！”

社区食堂建设投资大，如何撬

动、整合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太

原拿出鼓励性的撬动资金，比如建

设补贴、运营补贴等。社区食堂运

营满一年后，按照评估等级高低分

别 给 予 每 年 不 同 数 额 的 运 营 补

贴。除此以外，还提供税费政策优

惠、水电暖气价格优惠，企业、社会

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食堂建

设运营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

夏同杰介绍，太原市采取公建

民营、民建公助、民建民营等多种

方式，因地制宜破解社区食堂建设

场 地 问 题 ，引 进 不 同 类 型 社 会 主

体，建立不同类型、不同标准的社

区食堂。

在 社 区 食 堂 的 场 地 上 ，实 行

“四个一批”：党群服务中心配套一

批，1000 平方米以上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配套提供食堂专用场地；驻

地单位改造一批，村改社区、小区

物业、驻地企业等利用原有住房和

闲 置 场 地 ，改 建 扩 建 食 堂 专 用 场

地；餐饮企业辐射一批，三晋饭店、

并 州 饭 店 、清 聚 元 等 大 型 餐 饮 企

业，在周边社区多点布局食堂；连

锁品牌覆盖一批，美特好、双合成、

好助妇等连锁零售企业，在没有食

堂的社区插空布局社区食堂。

通过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目

前全市已吸引近百家餐饮企业和

物业公司、吸纳 1.26 亿元社会资本

参与社区食堂建设，总体建设面积

达到 5.2 万平方米。

加强运营动态管理
保证餐食卫生安全

社区食堂价廉利薄，如何做到

便宜又吃好？太原市社区工作服

务中心副主任左耀红介绍，太原市

开发了市级社区食堂平台，及时、

准确掌握全市各社区食堂运营状

况、老年人就餐情况、食堂卫生环

境情况等，完善了社区食堂实时动

态管理办法，形成了社区食堂运营

机构有序进入退出机制。

同时，为社区食堂构建网络运

营服务体系，实时将消费数据、补

贴数据、供应链配送信息等进行传

输，为居民点餐提供便捷的点餐、

就餐、营养分析等各种专业支持。

在新建南路二社区食堂，记者

看到的是“明厨亮灶”：环境干净整

洁，饭菜制作全程可见。目前，社

区食堂就餐区、制餐区、清洁区配

置监控设备，并纳入社区食堂智慧

监管平台，保证餐食卫生、安全。

如今，食品安全、价格便宜、饭

菜可口已经成了社区食堂在大众心

中的印象。在新建南路二社区食

堂，记者看到，来吃饭的已经不仅仅

是附近的老人，还有放学来不及回

家 的 学 生 ，在 附 近 工 作 的 年 轻 人

……很多社区食堂的服务对象已经

十分广泛，人气也越来越旺。

统计数据显示，社区食堂运营

以来，平均每个每天服务 500 余人

次，其中重机社区食堂日均就餐高

达 3000 余人次。这些社区食堂总

体运营状况良好。

今 年 ，太 原 市 启 动 了 第 二 批

160 家社区食堂建设项目，目前已

进入选址阶段；已择优选取 120 家

企业进入太原市社区食堂运营主

体指导目录，供各社区自主选择、

双向对接。

在山针社区食堂，记者看到三

五个吃完饭的老人在一起聊天、喝

茶，呈现出一幅祥和欢乐的图景。

社区食堂不仅仅是老人们吃饭的场

所，也是老人们乐享晚年的地方。

据介绍，到 2025 年末，太原市

将建成 500 个社区食堂，基本形成

覆盖城乡、布局均衡、主体多元、方

便可及的社区食堂服务网点，建立

健全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面

广的社区助餐服务体系，为社区居

民提供安全、实惠、便捷、高效、专

业的配餐、就餐、送餐服务，进而提

升社区为民服务的质量和能力，提

高社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太原建设服务老年人的社区食堂 ——

就近吃饱吃好 老人省钱省心
本报记者 刘鑫焱

江 西 省 吉 安 市 峡 江 县

组建了由专科医生、临床护

士、村社医生等组成的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上门为

村民提供常见病诊疗、慢性

病康复指导等服务，并进行

免费健康体检，让村民足不

出 户 就 能 享 受 到 优 质 的 医

疗服务。

图为近日，在峡江县巴

邱镇泗汾村，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团队上门为行动不便的

村民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陈福平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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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国家卫健委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食

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进展成效。

国家卫健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

测评估司司长刘金峰介绍，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依法履行食品安全

标准、风险监测评估等工作职责，落

实“最严谨的标准”要求，树立大食

物观，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各项工

作取得积极进展。

全面打造最严谨标准体系，吃

得放心有章可依。食品安全标准是

强制性技术法规，是生产经营者基

本遵循，也是监督执法重要依据。

10 年 来 ，组 建 含 17 个 部 门 单 位 近

400 位专家的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

坚 持 以 严 谨 的 风 险 评 估 为 科 学 基

础，建立了程序公开透明、多领域专

家广泛参与、评审科学权威的标准

研制制度，以及全社会多部门深入

合作的标准跟踪评价机制，不断提

升标准的实用性和公信力。截至目

前，已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419
项，包含 2 万余项指标。

着力强化风险监测评估能力，

及时预警维护健康。建立了国家、

省、市、县四级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

监测、食源性疾病监测两大监测网

络以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

系。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监测已覆

盖 99%的县区，食源性疾病监测已

覆盖 7 万余家各级医疗机构。食品

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食品类别涵

盖我国居民日常消费的粮油、蔬果、

蛋奶、肉禽、水产等全部 32 类食品。

主动践行大食物观，助力“吃得

安全”向“吃得健康”转变。大力推

进国民营养计划和健康中国合理膳

食行动。加强对一般人群和婴幼

儿、孕产妇、老年人等特殊重点人群

的科普宣教，广泛开展合理膳食指导服务。组织建设一批

营养健康餐厅、食堂、学校等试点示范。通过社会共治共

建，保障群众获得营养知识、营养产品和专业服务，提升食

品营养场所的可及性便利性。

刘金峰说，学生饮食安全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

卫健委始终将校园食品安全和防范学生食物中毒作为工作

重点。一是将学校食品安全和食源性疾病监测作为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的重要内容。二是围绕采购、贮存、加工、

配送、供餐等关键环节，健全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三是组织开展主题宣教活动，动员全社会守护校园食品安

全。总体来看，校园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食源性疾病发

病呈下降趋势，未发生涉及校园的重特大食品安全事件，无

死亡病例发生。

近年来，通过组织实施国民营养计划和合理膳食行动，

国民营养健康状况明显改善。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居民营

养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城乡差异逐步缩小。 2020 年我国

18—44 岁居民平均身高分别为男性 169.7 厘米、女性 158.0
厘米，比 2015 年分别增加 1.2 厘米、0.8 厘米。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说，我国从

2011 年开始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为贫困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各级疾控部门与教

育部门密切配合，逐年开展监测评估显示，学生贫血率从

2012 年的 16.7%下降到 2021 年的 11.4%，学生的生长迟缓率

从 2012 年的 8.0%下降到 2021 年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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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百色 6月 27日电 （记者罗艾桦、张云河）近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组织全市“文秀班”学生开展学习黄文

秀系列活动。

据了解，活动主要包含“文秀班”学生征文比赛、演讲比

赛、知识竞赛、评选文秀先进班级及先进个人等内容，60 个

“文秀班”、3000 多人次参加。在学文秀优秀品质汇报会

上，广汽集团、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等 34 家爱心企业

和机构为创办“文秀班”捐赠资金。截至目前，已累计募集

资金 6563 万元，可创办“文秀班”150 个，惠及 7500 名学生。

“文秀班”的名字来自“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

文秀。2020 年 5 月，为弘扬黄文秀同志的优秀品质，百色市

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文秀基金”，计划用 10年时间创办 100个

“文秀班”，资助培养 5000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

广西百色开展学习黄文秀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