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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食堂受老人欢迎

临近中午，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街道的徐奶奶正要
前往该街道世纪村社区居委会的老年食堂吃午饭。她告诉
记者，由于平时独居，很少自己做饭，午饭基本在社区食
堂解决。“食堂饭菜种类多、口味好，一份也不贵，”徐奶
奶说，“最重要的是可以跟我的老姐妹们一起吃饭说话，
人多热闹。”

徐奶奶的孙女徐敏告诉记者，她曾跟着奶奶去吃过一
次社区食堂。“饭菜味道不错，最主要是社区自办的，品
质让人放心。”社区食堂还支持电话订餐。“只要一个电
话，人家就可以送餐上门，”徐奶奶感叹，“这个小食堂解
决了大问题！”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报告预
测，到 2022年左右，中国 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
14%。老年人最需要什么样的服务？调查显示，“想在家门
口吃上一顿健康营养又物美价廉的热乎饭”，成为不少老
人特别是高龄、空巢、独居老人的强烈需求。

为解决老年人“用餐难”问题，中国各地纷纷出实
招，通过社区自办、和企业餐馆合作等方式探索社区老年
助餐服务模式。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思聪街道左垅村筹建了“长者餐
厅”，每月提供少量的免费餐食，其他餐费按照成本价收
取，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重庆江北区华新
街街道创新“党建+养老”服务方式，由专业养老机构、
国资机构、社区居民三方合作打造养老食堂，推出“中央
厨房+营养配餐”新模式，让老人就餐便捷健康。在陕西
西安新城区，“饭大爷”助餐点每到中午人头攒动，不少
老人围坐一起边吃边聊，有的老人将饭菜装进保温饭盒带
回家享用……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目前线下的各种老年助餐服务模式正是养老产业在
老年人餐饮市场上的探索创新。“老年人有更高的用餐需
求，供给就得跟上，”周清杰说，“能否更好地发展，就要
看这些模式能否自我完善、经得起市场检验。”

线上老年餐送去便利

线下老年助餐服务已探索出不少模式，但仍存在人力
不足、覆盖面小、受惠面窄等问题。在互联网助推下，专
为老年人服务的线上订餐模式逐渐兴起。

最近，蒋爷爷的外孙女夏圆碰到了难题。她告诉记
者，姥爷来北京看望母亲和她，平时白天母亲和她去上
班，家里只有姥爷一个人，吃饭就成了难事。

“姥爷一个人在家嫌麻烦，总是凑合着吃点头天晚上
的剩饭剩菜或者随便下点面条吃，这样营养完全不够。”
夏圆说，“我打算每天给姥爷点外卖，但是平台上清淡的
午餐大多数分量太大，姥爷一个人中午在家吃不完，太浪
费了。”

蒋爷爷对记者表示，他牙口不好，只能吃些软的、清
淡的饭食。“自己做太辛苦，感觉不值当的。”蒋爷爷说，

“我外孙女给我点的外卖又要花好多钱，有些不舍得。”
像蒋爷爷这样不方便买菜做饭的老人还有很多。家住

北京北太平庄的江奶奶腿脚不便，现在居住的小区比较老
旧，没有电梯，平时吃饭就靠子女网络订餐解决。“盖
饭、快餐、面，孩子们每天变着花样给我订饭，我觉得都
挺好吃的，送得也快，就是我老学不会网上订餐，总要麻
烦儿子闺女。”江奶奶说。

“针对老年人线上订餐的难点，饿了么即将在全国推
出老年餐项目。”饿了么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饿了
么老年餐项目已在上海、广州、杭州、天津等多地进行过
试水合作。合作模式主要是以平台与当地政府、养老驿

站、长者食堂等多方合作，组织平台优质外卖员，定点取
餐多点配送，为周边老人提供专项送餐服务，解决社区老
人用餐“最后一公里”难题。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渐渐学会了线上订餐、买菜。饿了
么数据显示，仅在近一个月中，平台上来自 50 岁以上消
费者的订单量急速增长。今年以来，老年餐订单量同比增
长超过10倍。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内适老服务需
求已经出现井喷现象。而同期数字经济的爆发，也给当下
老年人消费带来了全新机遇。老年消费者通过学习正在快
速融入数字化生活，提供基于互联网的新型适老服务是市
场所需。”周清杰表示，“包括线上老年餐在内的适老服
务，无疑是优化并丰富当前养老市场的供给能力，方便老
年人居家养老。”

丰富老年助餐模式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
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提出要在政策引导和全社会
共同努力下，让广大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
到 2022 年底前，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便捷性不断提高，线上线下服务更加高效协同，解决老年
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

“动态看，‘数字鸿沟’问题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
周清杰说，“现在已经七八十岁的这一代老年人，对数字
产品和服务接受程度没有年轻一代高，学习能力也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下降。不过，此次方案已明确，要推进互联网
应用适老化改造、开展老年人智能技术教育，‘不会线上

操作’的情况将逐步改善。而目前五六十岁这一代人已经
在用智能手机，再过几年，当他们需要社会化的养老服务
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周清杰表示，当前尤其需要
优化供给侧服务。在就餐方面，互联网服务平台可以从客
服、餐品设计、宣传等多方面进行改进。“比如可以充分
调动社区工作人员，提前调研老年人的用餐偏好，联合平
台一起定好每天的菜单，一方面线上宣传，一方面也可以
通过线下印刷纸质菜单给老年人推荐适合的菜系。”平台
与社区的紧密合作，可使老年人线上订餐变得容易。

外卖平台负责人也表示，要在餐品质量和配送方面发
力，助推老年助餐服务模式转型升级。

质量有保证——为了更加贴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饿
了么正在与中国营养学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食
品营养分会以及更多优质餐饮企业等进行长期合作，共同
推动、制定“老年人用餐营养参考标准”。“除了传统的

‘饭要煮得烂，菜肴要清淡’外，给出更多科学标准、依
据，并鼓励平台下企业开发质优价廉的‘营养餐’，让老
年人在平台上不仅‘吃得饱’，也要‘吃得好’。”饿了么
相关负责人说。

配送更迅速——据了解，目前各平台对参与老年餐配
送的外卖员有着更具针对性的考核制度，同时创新配送模
式，通过与社区、驿站等多方合作，推行定点取餐多点配
送的模式。以饿了么广州试点为例，平台给老人送单平均
仅用8分钟，较日常普通订单减少用时超20分钟。

“随着数字养老新模式逐渐成熟，平台在加速与更多地
方政府等各方的接触，加快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的复制落
地。”饿了么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用餐需求外，平台也在
不断沟通更多具有专业到家养老服务供给的机构寻求合
作，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援助等更加多元化的老年居家服务。

社区食堂红红火火，线上平台推出“老人餐”——

线上+线下，让老年人“吃得好”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自己在家买
菜做饭不方便……随着老龄化的加
深，老年人“吃饭难”的矛盾日渐突
出。近年来，各地线上线下齐发力，
社区老年食堂、线上老人餐等老年助
餐服务模式不断创新，受到欢迎。

本报上海电（记者曹玲娟） 上海市企业技能人
才市场工资价位2日发布。2019年，上海技能人才平
均工资为 12.79 万元，高于全市平均工资 1.29 万元。
其中，电燃气水生产供应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
技服务业的技能人才工资较高。

技能等级越高，工资越高。按不同的技能等级
来看，高级技师工资中位数为 18.68 万元，技师为
16.02 万元，高级工为 14.05 万元，中级工为 11.22 万
元，初级工为8.18万元。

企业规模越大，工资越高。从不同规模企业的
技能人才工资中位数看，大型企业为10.99万元，中
型企业为10.32万元，小微企业为8.38万元。

从各行业技能人才工资水平看，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较高，工资中位数分别

为 22.38 万元、16.13 万元和 12.75 万元，比全部技能
人才工资中位数 （10.53万元） 高11.85万元、5.60万
元和2.22万元。

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介绍，企业技
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数据来源于人社部统一部署开
展的企业薪酬调查。今年，上海共调查企业 3037
户。调查对象为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在生产服
务一线岗位工作、2019 年全年正常出勤的技能人
才，包括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和初级
工（其中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为高技能人才）17.5
万人。工资价位数据为 2019年取得的全部工资性收
入，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工
资等。将每个技能人才的工资水平从高到低排序，
处于 90%位置的为高位数，50%位置的为中位数，
10%位置的为低位数。

高于全市平均工资1.29万元——

上海技能人才平均工资超12万元

一 些 地 方 补 贴
资 金 发 放 不 够 规
范，存在截留、挪
用等问题；代发金
融 机 构 多 ， 存 在

“卡出多行”“一人多
卡”“人卡分离”问
题；发放渠道不够
统一，存在“一策
一 卡 ”“ 卡 外 发 卡 ”

“层层转拨”等……
这些在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资金发放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
将有望得到解决。

日前，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民政
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审计署、
国务院扶贫办、银
保监会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惠民
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管理的指
导 意 见》（以 下 称

《指导意见》），有
关负责人对此进行
了解读。

据 有 关 负 责 人
介绍，惠民惠农补
贴是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重要举措，相
关政策取得了明显
效果。此前针对补
贴发放环节多、公
开透明度有待提升，
一些地方不同程度
推 行 了 “ 一 卡 通 ”
等发放方式，以方
便服务群众，但也
存在个别基层干部
违规代持群众“一
卡通”、滞留延压等
问题，侵害了农民
切身利益，影响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惠民惠农政策
实施效果。

为 解 决 管 理 中
的问题，2019 年财
政部会同农业农村
部等七部委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了惠民
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 一 卡 通 ” 专 项 治
理，严肃查处和惩
治群众身边的“微
腐败”行为，推动
地方设立政策、资
金和问题“三本台账”，总结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治理措施。

此次 《指导意见》 以着力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
问题为突破口，调整优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体
系，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坚决斩断伸向惠民惠
农财政补贴资金的“黑手”，确保各项惠民惠农政策
落地见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据介绍，《指导意见》主要有五方面创新举措：
一是向社会公布补贴政策清单，以公开促改

革，加快补贴政策和项目资金清理整合进度。二是
规范代发金融机构，从源头上解决“卡出多行”“一
人多卡”“人卡分离”等问题。鼓励在全省范围内推
行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发放补贴资金。三是规范补
贴资金发放流程，堵塞漏洞，实现管理规章制度
化、程序流程规范化、操作权限明确化。四是搭建
集中统一管理平台，实现有关数据的集中采集和管
理，为信息公开和加强监管提供保障。五是依法依
规公开补贴信息，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同时，《指导意见》分别明确了财政部门、业务
主管部门、信息公开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监管部门
在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中的
职责任务，并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加大信息共享、
深化绩效管理、持续加强监管等保障措施。

《指导意见》工作目标要求，到2023年，所有直
接兑付到人到户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以下简称补
贴） 资金原则上均实现通过“一卡通”方式发放，
清理整合补贴政策和资金、规范代发金融机构、搭
建集中统一发放平台、加强公开公示等工作基本完
成，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监管格局
基本建成，实现“一张清单管制度”、“一个平台管
发放”，补贴政策更加科学，资金绩效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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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荣成市建
成363家暖心食堂，为农
村 80 周岁以上老人提供
免费午餐。图为 10 月 23
日，老人们在荣成市俚
岛镇大庄许家村暖心食
堂用餐。

李信君摄
（人民视觉）

▲社区老人在安徽
省铜陵市铜官区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食堂
就餐。

过仕宁摄
（人民视觉）

12 月 5 日 ，
湖北武汉东湖红
叶美如画，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
游玩。

赵广亮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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