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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沈阳和平新村社区引导多方参与辽宁沈阳和平新村社区引导多方参与

办好家门口的社区食堂办好家门口的社区食堂
■人民日报记者 郝迎灿

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
平新村社区，有一个不一样的
食堂，它由4支志愿者团队共
同负责。这些志愿者义务出
工、不拿报酬，用奉献和爱心让
社区居民吃上放心可口、物美
价廉的饭菜，守护着社区的和
谐与温暖。

清晨5点，60多岁的董艳
菊夫妇就起床了。简单洗漱一
下，两人跨上电动摩托车赶往5
公里外的一家蔬菜批发市场，

“家门口有早市，但是菜价平均
一斤贵至少两三毛钱，咱可得
精打细算。”董艳菊说。

一个多小时后，两人回到
社区，没有拐向自家楼栋，而
是直行往里，稳稳地停在社区
食堂门口。“今天轮到我们迎
宾团队当值，中午给大伙包包
子！”董艳菊夫妇是辽宁省沈
阳市和平区南市场街道和平
新村社区居民，她口中的迎宾
团队，是社区的4支志愿者团
队之一。

“我们的社区食堂由志愿
者自主运营，他们义务出工，不
拿一分钱报酬。”和平新村社区
党委书记张明伟介绍，去年 4
月至今，食堂已经服务就餐居
民超1万人次。

“关键是要找准符合社区
实际的解题方法”

“我平时一个人住，一天
三顿饭是个难题。”敲开振玉
里小区的一间房门，89岁的孙
素兰老人因腰椎受损，走路一
步一挪。

“社区里像这样的居民有
60多名，他们或独居、或高龄，
一日三餐普遍有难处：家里人
少做饭难、出行不便买菜难。”
张明伟说。

和平新村社区是老旧社

区，26个楼院的平均房龄超过
30年，60岁以上老人占居民总
数的22%。

2022年，和平新村社区实
施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改造前
征求居民意见，小板凳面对面
沟通，微信群24小时互动。归
结起来，很多居民想要建社区
食堂。”南市场街道党工委书记
吕阳介绍。

很快，在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不远处，一个老旧自行车车
棚经过改造和装修，和平新村
社区食堂挂牌。

建设容易，运行难。“刚开
始，我们效仿其他社区食堂，引
进专业厨师团队运营。食堂设
在小区院内，流动客源少，一个
月下来，营业额还不够支付人
工工资，只能暂停营业。”张明
伟说。

接着，经过多方考察，社区
选择与一家养老服务机构合
作。“我们组建了订餐微信群，
每天公布食谱，有需求的居民
自行点餐，再由机构安排配
送。”张明伟介绍，运行一段时
间后，问题接踵而至：菜品单调
重复、送餐不及时、部分老年人
不会使用微信订餐……久而久
之，订餐的人越来越少。

“开办社区食堂，关键是要
找准符合社区实际的解题方
法。”张明伟说。

深耕社区工作20多年，张
明伟深知，大家的事要大家办。

2023年春节前后，社区党
委牵头，党员骨干、居民代表、
退休老干部等积极参与，连续
召开了5次议事协商会，主题
就一个：怎么把社区食堂办好？

“再引进一家养老机构”
“把食堂位置挪到临街”“找邻
近社区合作”……意见一条条
提出，经过综合考量，又被一条
条否定。

怎么办？协商会一度陷入
僵局。

“咱们社区热心志愿者多，
何不尝试自办食堂”

一筹莫展之际，振玉里小
区退休老党员王永伟提议：“咱
们社区热心志愿者多，何不尝
试自办食堂？”

过去，振玉里小区长期处
于物业弃管状态，在社区党委
领导下成立居民自治组织后，
小区面貌大为改观。

依靠居民志愿者支撑起
一家社区食堂，到底行不行？
大家决定在微信群里发布消
息，招募有时间、厨艺好的居
民志愿者组建社区食堂运营
团队。“先看看居民们的反馈
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张明伟说。

没想到，消息刚一发出，微
信群就热闹起来：“我做过厨
师，家常炒菜不在话下”“烙饼、
包包子我最拿手”“我做饭不
行，但可以跑腿打杂”……一个
小时不到，就有26人报名。

“报名的志愿者以六七十
岁的阿姨为主，‘妈妈厨房’的
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大家希
望社区食堂办得暖胃又暖
心。”社区干事吕建微说，26名
志愿者按照居住小区划分成
和平新村、振玉里、迎宾和合
居4个团队。

一开始，社区食堂每周二、
四供应两次午餐，4支队伍轮番
上岗。每周一、三、五，依旧由
养老服务机构配餐。

去年4月19日，社区食堂
第一次营业，振玉里团队当值。

“我们用10公斤面粉做的
大包子，不到半小时就被抢购一
空。”团队成员、75岁的老党员
张俊鹏说，当天中午，食堂大厅
坐满了居民，一顿忙活之后，才
发现忘了给自己留，“看着大家
伙吃得香，我们都不觉得饿了！”

随着食堂运行越来越顺
畅，今年春节开始，社区食堂完

全由志愿者们接手运营。
食堂入口处，悬挂着一周

菜谱：每周二、四，包包子、烙馅
饼，10元一份，赠送汤和小咸
菜；每周一、三、五，提供一荤两
素的套餐，12元一份，汤同样
免费。

“90岁以上老年人和特困
群体，用餐免费。”张明伟说，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前给网
格员打个电话，我们负责送餐
上门。”

“调动群众积极性、发动社会
力量参与，办好民生实事”

“味道跟家里一样”“食材
有保证，吃得放心”……居民们
点赞的背后，是志愿者团队的
辛苦付出。

张俊鹏已经随儿子搬离了
社区，但轮到当值时，他都会倒
两班公交车赶来；迎宾团队成
员、66岁的张幸雁跑腿、炒菜、
和面样样行，哪组缺人她都立
刻顶上……

社区食堂的平稳运行，离
不开规范的管理。

下午 1点多，居民用餐接
近尾声，迎宾团队志愿者开始
对前厅和后厨进行全面清理，
碗筷等餐具在洗净后放入消
毒柜消毒。“我们根据实际需
求，建立了志愿服务签到签
退、物资采购、明厨亮灶、食品
留样、餐具消毒等措施和制
度，确保食品安全和菜品品
质。”张明伟说。

酸菜 10公斤、韭菜 7.5 公
斤、黄瓜4公斤……翻开食堂
采购进库单，董艳菊夫妇将当
天采购详情一一入账，并附上
购物小票。社区指定的食堂财
务负责人吕建微，将当日收支
情况结算登记后，拍照发到微
信群公示，确保每一笔款项有
据可查。

“目前，社区食堂日均盈利

在100元左右。我们用这笔盈
余款给志愿者们购买了意外伤
害保险，并准备升级厨房部分
硬件设备。”吕建微说。

为了使志愿服务长效化、
常态化开展，社区对志愿服务
实行积分管理，按照服务时长
积分，每季度可以兑换一次礼
品。目前，志愿者队伍已充实
到50多人。

社区食堂名气越来越大，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慈善资
源。采访中，记者遇到3家民
营企业负责人，他们共同捐赠
了100公斤肉、30桶豆油和30
袋大米白面。

社区食堂小事，事关基层
治理大事。在吕阳看来，社区
食堂的成功运营在于党建引领
下的多方参与，“调动群众积极
性、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办好民
生实事。”

健康提示

肩部划圈缓解肩周炎

湖南省中医院骨伤三科兰
蓝：预防和治疗肩周炎，推荐在

家做肩部前后划圈：取站立位，

患臂自然下垂，肘部伸直，患臂

向前向上向后画圈，幅度由小

到大，反复进行，一次 10—15

下，一天十次。建议锻炼前先

局部热身，洗热水澡后再开始

或用热毛巾捂热患肩，持续10

—15分钟后再锻炼。

无花果润肺通肠

山西省中医院肿瘤四科张
晋煌：无花果有润肺通肠、健脾

开胃、解毒消肿等多种功效。

现代营养学认为，无花果富含

膳食纤维、维生素、氨基酸，有

助于润肠通便，其中含有的多

糖，能起到抗衰老的作用。立

秋之后适量食用无花果，不仅

能滋养身体，还能帮助身体排

除湿气保持健康状态。

五类人易秋季抑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心理医学科骆艳丽、
倪开济：“秋季抑郁”伴有睡眠增

多、食欲增强及体重增加等症

状。该病多集中在：性格敏感多

疑内向、不善于倾诉者；工作压

力大的上班族；更年期女性，孕

产妇或老年人，部分学龄期儿

童；经历负面生活没得到及时心

理疏解的人群；体质较弱及极少

参加体育锻炼的脑力劳动者。

（此栏内容均转自《健康时报》）

内蒙古呼和浩特：
“为老餐厅”让老人尽享幸福

9月4日，老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康居社区“为老餐厅”内用餐。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力推进社区

“为老餐厅”建设，为老年人打造身边的

“幸福餐桌”，积极探索建立“为老餐厅+助

餐服务+送餐入户”多元化服务模式，让老

年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尽享“舌尖”

上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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