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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马 源

“一旦上了岁数，很多老人
连日常买菜做饭都变得越来越
费劲，特别对于高龄、独居、空
巢和失能半失能老人，简单的
一日三餐成了他们的头等大
事。”天津鹤童老年福利协会副
秘书长朱慧对记者说。

根据《北京养老产业蓝皮
书（2018）》显示，91.5％的老人
平时自己或老伴做饭，5.2％由
子女做饭。但在被访者中，
58％的老人更愿意接受社区老
年餐。近年来在城市社区中出
现的“老年餐桌”就解决了很多
老人的燃眉之急。但记者日前
在走访中发现，“老年餐桌”的
推广和发展仍面临诸多挑
战。“舌尖上的养老”难在哪？

服务一键启动，
辐射周边社区

日前，记者走访了位于北
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消夏
东里5号楼东侧的塔院社区养
老驿站，驿站总面积480平方
米，主要为社区周边有需求的
老人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或长
期托老照料，同时也为就近辖
区内居家老人提供24小时托
老照护服务或短时（定时）专
业护理服务。

记者观察到，养老驿站的
大门上贴着当日三餐的菜单，
走进驿站，用餐大厅里整齐地
摆放着配套的桌椅。这里的
早餐价格是8元，午餐和晚餐
分别是15元和12元。

中午11点开始，老人们陆
续到食堂吃饭。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受疫情影响，到这里
就餐的老人比运营之初少了
很多。午餐有两荤两素，主食
丰富，除了米饭还有饺子、葱
油饼和豆包等，另配有各类汤
和粗粮小吃。

在食堂就餐的王老先生
对记者说，他一天三餐都来这
里用餐，家里基本不用开火，
儿女也不用来回奔波。如果
有什么改进口味的要求，都能

和驿站工作人员及时沟通并
进行调整。

塔院社区养老驿站负责
人霍宏阳对记者介绍说，养老
驿站的老年餐桌从2017年下
半年开始运营，开始时主要为
驿站内居住的17位老人提供
餐食，现在还辐射周边社区老
人。“塔院社区内老人不多，附
近北医三院社区的80岁以上
的高龄老人就有近500人，他
们不愿意走太远，更希望有人送
餐，但因为多种原因我们目前无
法提供送餐服务。”霍宏阳说。

近几年，北京市政府积极
倡导老年服务，要求养老驿站
里的6大功能区必须包括助餐
服务。政府给社区提供公益
用房和前期投入，后期则由专
业公司负责管理运营。记者
了解到，2018年开始，北京养
老驿站的服务纳入流量补
贴。针对老年餐桌，相关部门
会给予驿站每餐50%的补贴。

送餐服务困难重重
持续发展面临局限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马甸

路月季园南门的
月季园第二社区
养老驿站成立于
2020 年 3 月，驿
站主要为周边社
区老年人提供家
政、理发、老年餐
等服务。“驿站成
立之初，街道给
予很大帮助，出
面协调解决了场
所问题。并且还
对有用餐需求的
老人进行了摸排
和调研。”月季园
第二社区养老驿
站站长张斌对记
者说。

“驿站相对较小，总面积
只有100平方米，还同时设有
好几个功能区，所以驿站无法
提供堂食服务，只能让周边老
人过来取餐，或者我们送餐。”
张斌介绍说，从餐食制作、口
味调整再到清真餐的配备，老
年餐桌在运营中一直在不断
改进。

对于月季园第二社区养
老驿站来说，老年餐桌面临的
问题是场地困难，而对于塔院
社区养老驿站，人员不足则是
限制条件。

“塔院社区附近社区有些
年纪大的老人住得比较分散，
距离驿站也比较远，他们更愿
意接受送餐服务，但驿站人力
有限，因此我们无法提供送餐
服务。”霍宏阳对记者说。目
前，塔院社区养老驿站可以为
周边社区老人提供上门做饭
服务，但对于数量众多的老年
群体，这项服务仍然是杯水车
薪。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还发
现，老年餐桌所面临的尴尬并
不止于人员不足或场地不
够。“北京市有一部分养老驿

站因为没有房产证，不能获得
制作食品的资质，如果社区附
近有养老院，可以由养老院做
好餐之后送到养老驿站，但并
不是所有驿站都有这样的条
件。相关部门也表示，养老机
构的食堂只能对内、不能对
外，食堂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是
内部食堂，对外送餐从严格意
义上来讲是违规的，必须要有
食品流通许可证。从这一层
面来看，老年人就近吃饭还存
在困难。”北京市人大代表、北
京赛我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施颖秀告诉记者。

因此，很多养老驿站只能
堂食，即便驿站具备配送餐的
资质，由于缺乏人力，也无法
实现这一服务。“部分养老驿
站尝试联系互联网平台，却无
法达成合作，平台认为养老驿
站需求量较少，利润较低。”施
颖秀说。

记者了解到，部分盈利性
餐饮机构设有老年餐桌，但餐
食价格偏高，且老年人用餐时
间比较长，赶上用餐高峰时，
影响这些机构正常的翻台率，
所以有的餐饮机构设立的老
年餐桌形同虚设，甚至无法长
期运营。

问题多、运营难，
老年餐桌该如何持续

对于老年餐桌运营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施颖秀建议，
应放开养老机构食堂对内对
外的服务权限，此外，将就餐
人员限定为养老照料中心辐
射范围内的社区居家老人，倡
导养老机构食堂根据老年人
的身体体征，结合专业营养学
科知识，为老年人研究制作老
年营养餐。

“倡导‘互联网+送餐’服
务向老年人倾斜，或扶持一批

半成品再加工企业，根据老年
人需求定制产品并与驿站一
起开展售卖服务，也是不错的
选择。”施颖秀对记者说，“很
多老年人在饮食烹饪过程中，
对于洗菜、切菜、调味品用量
等环节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可
以尝试制作成半成品，或由附
近餐饮公司将餐饮成品集中
在驿站配送。”

施颖秀表示，相关部门为
有条件的驿站审批食品加工
和送餐资质或备案管理是十
分必要的。此外，她还建议鼓
励盈利性餐饮机构主动和驿
站对接，了解驿站老年人需
求，由餐饮企业定制菜单，集
中送餐到驿站，同时，奖励提
供配送老年餐给驿站的餐饮
企业，根据不同年龄段老年人
提供助餐服务，按照实际服务
量领取补贴。“可以建立一个
市级或区级配餐中心，统一将
餐送到辖区养老驿站，由驿站
分发，同时给驿站一部分管理
费，因为驿站要做宣传，还要
负责发放、登记、刷卡等服
务。”施颖秀说。

据了解，为推进老年人助
餐服务，天津市政府计划建立
市级老年人助餐服务信息平
台。各区可通过老年人助餐
卡（实体卡或电子卡）、指纹检
索、面部识别等方式，加强老
年人助餐服务及补贴管理。
同时，天津市还鼓励企业开发
助餐服务应用程序（APP），实
现网上点餐、手机点餐、电话
点餐等多种点餐方式。

“只有政府出台更多相应
的优惠政策加以扶持，激发餐
饮企业积极加入到老年餐桌
的运营和发展中，才能让老年
餐桌持续运行下去，让助老敬
老的阳光照进现实，让行动不
便的老年人就餐不再难。”朱
慧说。（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重庆：废弃垃圾场
变身“荒野花园”

2月 24日，位于重

庆市渝中区山城巷内的

“荒野花园”吸引市民打

卡。据了解，该花园原

本是废弃多年的垃圾

场，山城巷改造项目工

作者在清理掉垃圾的废

墟上打造出 4000 多平

方米的花园，使用紫罗

兰、郁金香、薰衣草和多

肉植物在内的上万盆花

卉打造景观。

中新社记者 周 毅摄

““舌尖上的养老舌尖上的养老””难在哪难在哪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塔院社区养老驿站食堂内，老人正在享用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