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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餐点增加、模式更多样

11 时，北京市朝阳区水碓子社区“团结湖福寿苑老年
餐桌”人气旺了起来。作为这家养老助餐点的常客，社区居
民李明远早早赶来，点上几个爱吃的菜，跟熟识的老伙计
聚在一桌，边吃边唠家常。

“退休后，我几乎天天来这里吃饭，不仅吃得好，时间久
了跟大家也熟络了起来，一起聊聊，心里畅快。”李明远说，

“现在子女都在外工作，家里只有自己和老伴儿，懒得开伙做
饭。这个助餐点离家近，饭菜可口，方便又实惠。”

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支持居家社区养老、增进老年人
福祉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为解决居家老年人用餐难题，
全国各地持续推进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根据北京市老龄
办、北京市老龄协会不久前发布的全市老龄事业发展概况
数据，去年北京市发展建设养老助餐点 153家，截至 2022
年底，全市已累计建成1489家养老助餐点。

在安徽省合肥市，今年启用了多家老年助餐点。“开业
以来很受欢迎，前来就餐的老年人不断增加。”合肥市蜀山
区笔架山街道学林轩社区老年助餐点工作站站长骆巧生
说，助餐点全周营业，每天向居民提供中晚餐，每顿菜品 6
种左右，包括12元、15元、18元3种不同套餐。

据介绍，今年以来，合肥市加快实施老年助餐服务“暖
民心”行动，新增超200个老年食堂（助餐点），截至目前全市
已建成、运营老年食堂（助餐点）1000余个。

老年助餐点的数量在增加，服务模式也越来越多样。在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社会福利中心推出“中央厨房”老年助餐
模式，为周边小区提供集中配送助餐服务。该中央厨房负责
人张风义介绍，自从采用中央厨房按需订餐、统一制餐、配送
分餐、服务就餐的模式后，助餐效率明显提升，日均最大供餐
能力超过3000份。

无锡市还推出智慧助餐服务，老年人刷脸即可完成选
餐、结算，还能定期拿到个人营养分析饮食报告；常州市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探索“公建公助+社区食堂”“餐饮企业+社区
食堂”等多层次助餐服务体系……聚焦提升老年助餐服务水
平，江苏省今年提出改造提升500个社区助餐点，截至8月底
已完成改造提升423个，投入运营360个。

供需矛盾仍然突出

经过多年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在越来越多地方推开，赢
得老年人认同，但也面临一些挑战。

——助餐点布局尚不能充分满足老年人需求。走访中发
现，一些地方老年助餐服务存在供给端与需求端的两难问
题。一方面，有些助餐点因为选址不够合理，日常客流量很
少；另一方面，有的老人由于周边没有靠近的助餐点，不得不
步行较长时间或乘车赶往离家几公里的老年助餐点就餐。

“我平常去的社区食堂餐食挺好，但就是离家太远，走
过去将近半个小时，不太方便。”家住湖北襄阳的王东来
说，“这几年身边有助餐需求的老人越来越多，每次在食堂
也会碰到不少像我一样从其他社区来吃饭的，有些人吃了
几次后嫌远干脆不来了。希望助餐点离家近些，让我们能
在家门口吃上老年餐桌的饭。”

——部分助餐食堂饭菜种类有限，质量有待提高。
“咱们老年人吃饭比较关注菜品咸淡和用油，特别是一

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更不能接受高油高盐高糖的食
物，但对于这样的需求，并不是每个助餐点都能满足。”今
年 69 岁的张庆生在多个老年助餐点有过就餐经历，他说，

“还有些老年助餐点宣传做得漂亮，但实际提供的菜品种
类很少，菜谱单一、更换频率也低，跟广告上宣传的差别
很大。”

济南大学教授朱孔来分析，有些老年助餐点固守“吃补
贴”的观念，创新菜品的积极性不高，长此以往直接拉低了饭
菜质量。“养老助餐点要实现优质服务，需要在配餐、加工、送
餐、处理应急事件等各个方面具备一定的专业性，但我们在
调研中发现，目前有些助餐点工作人员并未经过专业化培
训，甚至在健康证、厨师证等相应资质上都有欠缺，很难保证
服务质量。”朱孔来说。

——一些助餐点运营压力大，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曾对 40 家老年餐桌机构开展典
型调研，结果显示，在老年餐桌运营存在的主要困难中，选
择“餐费价格很难与成本同步，亏损缺口加大”的机构占
比达到 55%。业内人士认为，与社会化餐饮相比，“微利惠
民”是老年助餐服务的主要特征，这意味着老年助餐点的
菜品价格往往较低，再加上工作人员不足、客流不稳定等
因素，餐费收入低和制餐、送餐成本高的问题成为助餐点
持续经营的突出阻力。

“目前老年助餐点虽然遍地开花，但供需矛盾依旧突
出，能够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并可持续发展的助餐点相对
较少。”朱孔来说，此外，有些老年助餐点还存在资源利用
不充分、规范化服务不够、服务对象不精准等情况，这些问
题需要引起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避免搞攀比和“一阵风”

为了更好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发展，各地相继出台政策
举措，加大支持力度。

在辽宁营口，民政等部门明确以分类补助推动社区

助老食堂建设、运营。营口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将
从三方面给予补助：一是一次性建设补助，经验收合格
的由各级政府新建或改扩建的社区助老食堂，给予不超
过 15 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助。二是运营补助，日均助餐
人数 41 人以上的，给予每年 4 万元运营补贴。三是老年
人助餐补助。

安徽合肥就老年助餐点布局及餐品种类作出部署。合
肥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缪美表示：“我们将引导规
模化、连锁化的餐饮企业加入老年助餐服务行列，使菜品
种类更丰富，老人可选性更强。同时，合肥还将调整优化老
年食堂选址和面积，在老年食堂、助餐点建设前，进行充分
调研论证，保障后期运营实效。”

运营机构也在积极尝试。“送餐上门是不少老人的现实
需求，但过去由于送餐工作由我们自己承担、人手又少，每
天的送餐数量和范围都比较有限。”朝阳区水碓子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站长王月说，“今年，我们跟外卖平台达成合
作，由外卖小哥为老人送餐，既提升了效率，也扩大了覆盖
范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推广这一配送模式，帮助更多老
年人在家享受优质助餐服务。”

送餐负担减轻了，经营收入怎样提升？拓展客户群体、
提高空间使用效率是关键。“在满足老年人助餐需求的基
础上，我们还通过菜品创新、环境改造吸引更多客源，目前
30%的客源为 60 岁以上老年人，70%的客源是青年人。”在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复兴里社区健康食堂成了各年龄段
居民追捧的“网红店”，食堂负责人胡一凡表示，“把开在社
区里变成‘长’在社区中，真正融入社区居民的生活和文
化，才能持久健康运营。”

专家认为，老年助餐服务具有公益属性，其发展需
要政府层面的引导和支持，同时也离不开经营者增强
市场化竞争意识和长期运营规划。在推进老年助餐服
务发展过程中，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和生活
消费习惯不同，必须紧密结合当地实际，避免搞攀比和

“一阵风”式推进，从而真正让老年助餐服务推得开也
办得好。

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8亿人，各地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

老年助餐，推得开还要办得好
邱海峰 黄金玉

超 2.8 亿——民政部 10 月
13 日发布的《2022 年民政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2.8004亿人，较上年增加1268
万人。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助
餐服务需求持续增长，相关政策
举措加快出台。日前，国务院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积极发展老年
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明确要积
极稳妥、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
服务。当前，老年助餐服务发展
现状如何？还面临哪些难题？怎
样进一步推进？

城 市 是 经 济 社
会发展和生产生活
的重要载体。如何让
我们居住的城市更
加宜居、更具韧性、
更有智慧？近日，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等六部门联合印
发《城市标准化行动
方 案》（以 下 简 称

“《行动方案》”），提
出 到 2027 年 ，基 本
建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城市高质量发展
标准体系，城市治理
标准供给显著增加，
标准协同和国际化
程度显著增强，城市
标准化发展基础更
加牢固。

近些年，中国城
市建设的重点由增
量开发转向推进城
市 更 新 ，科 学 系 统
的城市发展指标体
系则是推动城市高
质 量 发 展 、高 标 准
建设的重要参照。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理总局标准技术
管理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在标准体系
建设层面，《行动方
案》提 出 基 本 建 成
城市高质量发展标
准 体 系 ，在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新 型 城
镇 化 建 设 、智 慧 城
市等领域制修订国
家 行 业 标 准 150 项
以 上 ，实 现 城 市 标
准 化 全 领 域 覆 盖 、
全 流 程 控 制 、全 手
段 运 用 ；在 标 准 实
施 推 广 层 面 ，启 动
新 型 城 镇 化 、城 市
治理和公共服务等
领域国家标准的试
验验证，发布 30个以上城市标准化典型案例，打
造城市标准全域制定与实施标杆，城市全域标准
化引领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围绕上述目标，《行动方案》提出了 16 项重
点任务，总体上可以归为两方面内容。”上述负责
人介绍，一方面，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基
础，加快建设城市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研制和
完善城市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智慧城市、
城市政务服务、城市基层治理、经济发展、基本公
共服务、城市安全风险应急保障、生态环境、城乡
文化保护与创新服务、城市公共设施管理与服
务、新型城镇化 12 个方面的标准，保证标准能够
全领域覆盖、全流程控制、全手段运用。其中，在
智慧城市领域，将研制智慧城市分类分级、基础
设施智能化改造、数据治理、城市大脑、城市数
字孪生等关键技术标准，完善智慧养老、智慧园
区、智慧社区、智慧交通等典型应用领域标准。
在生态环境标准化建设领域，加快制定城市生态系
统监测、城市生态修复、生态承载力评估、生物多样
性保护、减污降碳协同等相关领域标准，研制绿色
采购、绿色出行、绿色食品等标准。

另一方面，加强标准在城市全域的实施推广
应用，系统推进城市标准化工作。鼓励试点城市深
度参与智慧城市、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标准制定、
实施和转化，持续推进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
设。开展城市标准化创新综合试点建设，探索标准
融入城市全域的应用实践。深化拓展城市间标准
化国际合作，增强中国城市国际标准化工作参与
度。建设城市标准化联席机制，打造城市标准化经
验交流合作平台。探索开展重点领域标准化专项
行动，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不少城市积极推进标准化建设，推动城
市更新。浙江义乌制定发布小商品团体标准，发布
行业标准化白皮书，在国内首次正式启动“标准城
市”建设；山东青岛提出打造“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
市”；四川成都印发《公园城市“金角银边”场景营造
指南》等公园城市地方标准，推动天府新区公园城
市标准化建设……

有关人士表示，《行动方案》的印发将进一步夯
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基础，加强标准在城市全
域的推广应用，为助力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
加快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标准化
工作支撑。

本报北京电（记者汪文正） 国家税务
总局有关负责人在日前举行的“税收服务
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中国税务部门积
极探索“共建共享”之路，推动构建完善透
明、稳定高效、可预期的税收合作机制。目
前，由中国税务部门首倡发起“一带一路”
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理事会成员已增加至 36
个，观察员增加至30个。

中国税务部门充分发挥和拓展提升
税收职能作用，全面服务国家战略、深入

开展国际税收合作、深度融入国际税收治
理，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10 年来，中国税务部门落实
落细各项税费支持政策，累计为包括外资
企业在内的纳税人缴费人办理新增减税
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 14 万亿元；连续
10 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在 12366
上 海（国 际）纳 税 服 务 中 心 开 通 中 国 国
际税收服务热线，不断优化国际税收营商
环境。

同时，中国税务部门加快与重点国家

的税收协定谈签和修订进程，织牢已覆盖
全球 112 个国家（地区）的税收协定网络，
为消除国际重复征税和解决跨境涉税争议
提供有力的税收法律保障。2015 年起，税务
部门公开发布并定期更新国别（地区）投资
税收指南，并于今年 10月 13 日发布最新版
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涵盖 105 个国
家（地区），帮助赴海外投资的企业了解当
地的投资环境及税收制度，更好防范对外
投资税收风险。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说，今年税

务总局以服务跨境投资全生
命周期为 中 心 ，打 造“ 税 路
通 ”服 务 品 牌，推 动 实 现 跨
境 投 资“信息通”“政策通”
和“服务通”。其中，“税路通”

服务品牌主要内容包括 1 个服务矩阵（“税
路通”服务品牌及旗下各地税务机关特色
国际税收服务平台组成的服务矩阵）、2
级服务团队 （由各地税务机关组成的基
层 服 务 团 队 和 税 务 总 局 组 成 的 专 家 团
队）、3 个服务机制 （跨境纳税人沟通机
制、税收政策服务机制和涉税诉求解决
机制）、服务跨境投资者的 4 个知识产品

（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走出去”税收
指引、海外税收案例库和跨境纳税人缴
费人常见问题解答）。

山东省莱西市在推动城市更新过程中打造的
“口袋公园”。 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

▶10月17日，北京
市朝阳区团结湖福寿
苑老年餐桌食堂内，顾
客在挑选晚餐。

黄金玉摄

▲10 月 13 日，吉
林省长春市新区飞跃街
道三佳社区敬老餐厅
内，老年市民正在选取
午餐。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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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理事会成员达3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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