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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王路曼 文/摄

最最后后一一公公里里

流动餐车进社区
价格实惠菜品卫生

“小、 散、 短” 是原有的老
年餐桌存在的一些问题 。 采访
中， 一些人提到设置在小饭店、
小吃店的老年餐桌 ， 内部空间
小、 卫生情况不尽人意。 “听说
小区门前的一家小吃店设有老人
餐桌， 我不放心独居的母亲一个
人去吃， 就替她去考察了一下。”
居民林女士告诉记者， 那个小吃
店只有十平方米左右， 几张餐桌
摆放得十分拥挤， 有的餐桌还置
放在室外， 后厨也不是很干净，
卫生情况令人担心。

“老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都
比较弱 ， 对食物的卫生要求更
高， 万一吃坏了肚子， 可不是小
事儿。” 林女士提醒自己的母亲，
不要去环境和卫生状况都不好的
小饭店吃饭。

除了就餐环境和食品卫生方
面的问题， 采访中， 还有不少老
人反映， 很多老年餐桌可供老人
选择的菜品非常少， 菜品质量也
不能充分保证。 “我每天都到这
里来吃饭， 一碗粥， 一些小菜就
够了。” 73岁的王桂英身体还算
硬朗， 但因为偶尔糊涂， 家人不
让她在家里开火做饭， 每天都到
就近的老年餐桌就餐。

说起每天的伙食， 王桂英介
绍， 因为牙口不好， 她只能吃一
些柔软的食品或粥汤类的流食，
但她就餐的老年餐桌每天只有两
种粥和三四 种 蔬 菜 可 以 选 择 ，
“ 我 每 天 吃 的 东 西 几 乎 都 一
样 ， 小米粥和一盘清炒时令蔬
菜。” 王桂英说， 菜品单调， 吃
几天就腻了， 而且也没什么营养
搭配可言。

如何打通养老助餐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对此， 房山解决
的方法是设置流动餐车。

去年， 房山启动老龄流动餐
车进社区试点工作 。 按照 “政
府＋协会+公司+老年人 ” 的模
式 ， 由政府搭台 、 服务协会运
作、 企业市场化连锁经营， 为企

业配备大型送餐车， 在社区建立
老龄餐车配餐中心， 承担配送配
餐服务， 并部分提供老年人临时
就餐服务。

10种菜品 、 4种主食……每
天签约服务的公司， 都会为老人
们准备价格实惠、 干净卫生的菜
品。 不仅如此， 持老年证、 残疾
证就餐的老人还可享受8折优惠。

2014年底， 老龄流动餐车初
步进驻了房山中心主城区拱辰、
西潞两个街道的4个社区试点运
营。 去年， 房山老龄餐车确定了
“1+4+10” 的发展目标。 即建设
一个老龄餐车种植配送加工基
地、 4个社区配餐中心、 10辆餐
车， 覆盖辐射10个大型社区。 截
至今年上半年， 12辆老龄流动餐
车已经进驻并覆盖拱辰、 西潞两
个良乡城区街道的12个大型社
区,覆盖老年人口近3万人,辐射服
务周边居民达10万人。

据了解， 今年下半年到明年
上半年， 服务范围逐步扩展到拱
辰、 西潞、 长阳、 阎村等6个城
镇中心街道 （乡镇） 的共24个大
型社区， 覆盖老年人口达到近5
万人， 燕山地区10辆餐车实现地
区全覆盖， 辐射服务全区50%以
上的老年人口。

此外 ， 对三无 、 低保 、 特
困、 高龄、 失独老人提供免费送
餐上门服务， 并针对此类特殊人
群推出一荤两素一汤8元优质营
养套餐， 并在有条件的社区提供
早餐服务。 今年， 房山地区老龄
餐车将发展到拥有25到30辆送餐
车， 近百名养老助餐服务员工，
6个中心街镇实现全覆盖。

使用自助售餐机
为老人搭配营养餐

“要想吃到一餐可口的饭
菜， 我得穿行两个路口， 三个社
区。” 汪德满老人今年70岁， 老
伴去世后， 他就一直在附近的饭
店吃饭， 说到老年餐桌， 他答：
“我所在的社区并不是典型的老
社区 ， 居民年龄结构特点不明
显， 所以附近没有老年餐桌。 距

离家最近的老年餐桌在另外一个
社区里， 饭菜还算可口。”

去年， 汪德满老人也去居委
会反映过社区没有老年餐桌的问
题， 但工作人员解释说， 他们也
在积极协调， 解决这个问题， 但
社区内没有合适的房屋场地是最
大的难题。 “我们社区相对比较
封闭， 社区内只有两个小的便民
超市， 再找合适的房子做老年餐
桌， 确实存在困难。” 问题反映
了一年多时间， 还是没有得到解
决。

调查中， 像该小区这样的类
似问题很多， 社区内房屋场地有
限， 没办法新建老年餐桌， 但原
有的老年餐桌又受到地理位置的
局限， 不能辐射更多的社区， 服
务更多的老人。 如何解决这些问
题， 的确需要更加完善的服务体
系和设备设施。

和房山区启动的老龄流动餐
车不同， 去年9月， 安贞街道在
社区中开始设置智慧养老自助售
餐机。 通过这样的方法， 方便快
捷的提供便民营养餐， 及时的将
可口的热饭热菜提供给就餐老
人， 以解决老年人群及各级各类
人群的吃饭需求。 不仅如此， 还
解决场地这个难题。

上午10点30分， 家住安华里
社区的马奶奶， 来到安贞街道社
区养老助餐服务站。 刷卡、 取餐
……不一会儿， 老人就从自助售
餐机中， 取出自己预订的午餐。
今年85岁的马奶奶， 虽然腿脚还
算利索， 但是年纪已大， 买菜、
做饭都成为老人心头的一个大难
题。

“我一个人中午也吃不了太
多， 岁数大了， 还是想吃上点现
成的。” 老人介绍， 去年社区中
安装上自助售餐机， 她一直在这
里订餐 。 “在这取完饭 ， 拿到
家， 微波炉一热就能吃。 我明天
订的是6号餐。”

翻看菜单， 记者发现智慧养
老自助售餐机提供的饭菜品种不
少。 工作人员介绍， 每天的菜单
上都包括15到20款菜品， 每两周
更换一次菜单。 “以后， 我们还
会增加饭菜品种达到三十几种。”

据了解， 安贞街道所辖的6
个社区中， 将陆续设置18台智慧
养老自助售餐机。 目前， 已经使
用的3台自助售餐机， 日供应量
近300份， 会员量达到600多人。

升级养老餐桌
破解老年人用餐难

不久前， 本市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 结合本市实际情况， 以百
姓需求为导向， 围绕十个重点难
点问题， 出台了 《支持居家养老
服务发展十条政策》。 力求通过
集中力量实实在在破解几个难
题、 扎扎实实办好几件实事来不
断提高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
量， 精准满足居家老年人的养老
需求， 为居家养老服务健康发展
提供新动能， 让全市老年人有更
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其中， 围绕 “餐”， 加快打
造养老餐桌升级版， 解决好老年
人用餐难问题。 出台 《老年餐饮
服务体系建设办法》， 支持餐饮
企业、 养老机构 （含养老照料中

心）、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专业
送餐机构和单位内部食堂， 通过
开设老年餐桌、 “中央厨房+社
区配送” 等方式， 为社区居家老
年人提供优质便利的餐饮服务。

鼓励大众餐饮企业、 主食加
工企业在社区、 楼宇新建连锁店
铺、 主食售卖网点、 智慧型餐饮
自提柜等设施， 面向老年人开展
助餐 、 配餐和送餐服务 。 据了
解， 今年在东城、 西城、 朝阳 、
海淀、 丰台、 石景山、 房山、 顺
义深化养老助餐服务体系试点工
作， 并在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拓展
服务。

以安贞街道为例， 街道根据
本地区特点 ， 规划建立 “1+2+
N” 的 老 年 餐 管 理 服 务 体 系 ，
即： 建立一个信息中心； 传统老
年餐桌与冷链方式相结合； N个
区域型助餐方式引导规范发展的
方式进行稳步推进。

街道信息中心的网络平台、
热线通过规范流程、 深化服务，
能够直接应对、 调配本地区的服
务资源， 满足其助餐需求， 对用
餐地点、 用餐方式、 意见反馈、
订 （调） 退餐的服务能够及时应
答、 处理， 为安贞街道老年餐服
务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统筹布局、 投放智能自
助售餐设备， 延伸服务到 “家门
口”， 通过以上工作的推进， 安
贞街道的老年餐实现了三个 “更
加”， 即： 价格、 餐品更加丰富
多样； 服务就在身边更加便捷；
多方式全程评估更加规范。

值得一提的是， 安贞街道将
以智能服务终端为依托， 设计开
发与 “智能终端” 互联的、 老人
儿女专用的 “一点孝心 ” APP、
“孝心E餐” 等移动互联网通道工
具， 形成所辖区域的立体化、 网
格化 、 多元化的管理 、 服务结
构。

综合信息智能平台实现老年
餐桌线上线下结合推进， 线上推
出服务热线、 APP、 微信等多样
化的 ， 方便快捷的订餐服务方
式， 线下逐步布局老年餐智能自
助终端设备。 通过信息平台实现
与社会资源的有效对接， 循序渐
进地实现居家养老服务零距离。

此外， 建立志愿服务社会化
运行模式 ， 推动志愿服务的发
展， 凝聚了一批积极的志愿者 ，
提高了居民的参与性， 有利于建
设和谐社区。

政府出台政策
支持餐饮企业等开设老年餐桌

如如何何打打通通
养养老老助助餐餐服服务务

随着“空巢”、“失能”和高龄老人迅速增加，社区老年人吃饭难成为困扰不少老年人，特
别是高龄、空巢老人的一大难题。怎么能够让养老助餐服务更加贴心、舒心？为此，相关部门
花大力气搭建平台，利用社会力量，畅通养老助餐服务“最后一公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