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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位位没没食食堂堂 职职工工午午餐餐好好纠纠结结

专题

□本报记者 张晶 陈曦 孙艳/文 彭程 孙艳/摄

每到午餐时间， 不少职工就
会迎来一天中最纠结的问题之一，
“中午去哪儿吃， 吃什么”。 近日，
记者对国贸、 三元桥、 中关村一
带的职工调查后发现， 受用餐时
间、 用餐条件等因素的限制， 中
午想 “慢慢吃饭” “吃点顺口饭”
“吃的便宜又卫生” 已经成为奢
侈。 受访职工中， 不少人都对自
己的午餐现状表示出不满。 对此，
市政协委员王连洁建议， 可征集
品牌连锁企业承担员工食堂的运
营， 按照 “阳光餐饮” 工程建设
的标准， 对场地建设和日常经营
进行监管。

【现象】
夏天带饭易变质
点叫外卖花销高

薛女士公司地处国贸， “虽
然有不少网红餐厅， 但像我们这
种靠工资生活的人， 却只能以外
卖度日。” 薛女士打趣道， 公司
附近的餐厅不少， 但是想找一家
经济卫生的实在太难了， “随便
吃点就要20多块， 要想改善下伙
食， 至少得五六十， 再加上外送
费， 一个月下来， 光午餐的花销
就要上千元。” 采访中， 记者就
午餐花费问题采访了多名白领，
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表示， 单次午
餐的花销很难控制在20元以下。

在三元桥一家公关公司上班
的陈女士也经常因午餐而纠结。
由于工作性质， 她每天午休时间
只有一个小时， 而这里面又有40
分钟左右的时间是在等外卖 ，
“每天的午饭我都吃得匆匆忙忙，
一是因为太饿了， 二是因为没时
间。” 陈女士无奈地说， 她们附
近的写字楼多数都没有食堂， 换
句话说， 几百号人扎堆在午餐时
间叫外卖， 送餐时间长是常有的
事儿， “有一次， 我的外卖拖了
一个多小时才给送来， 那时候下
午的会议已经开始了， 我只能悲
催地饿着肚子开了一下午会。”

“老板为了照顾我们吃饭，
专门给大家配了微波炉， 其实直
到五月份我还在自己带饭， 不过
现在天气实在天热了， 办公室里
没冰箱， 饭菜很容易坏， 我就不
带了。” 在中关村上班的职工小
潘说， 她喜欢下厨， 之前每天晚
上都会提前做好第二天的饭菜，
中午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就能直接
吃了， 这样不仅经济实惠， 还营
养健康。 “我自己做的菜都是少
油少盐， 吃多点也不会太长肉，
自从这俩月我和同事一起吃单位
旁边的餐馆， 体重一下子重了两
斤。” 小潘说道。

在东直门上班的白领李伊伊
还在坚持自己带饭， 心灵手巧的
她， 已经成为同事心目中的 “午
餐小达人”。 她说， “单位旁边
的餐馆都吃腻了， 这三年， 我每
天都坚持自己带饭， 时间久了就
成习惯了 ， 并且觉得还挺有乐
趣。” 采访中， 李伊伊还给其他
希望自己带饭的职工支起了招：
夏天， 大家尽量别带青菜类的绿

叶菜和海鱼类， 这两类食物最容
易变质， 爱美的女职工可以做一
些蔬菜、 水果沙拉， 水煮一些红
豆、 薏米、 芸豆沥干， 主食可以
带全麦面包、 馒头等， 不仅营养
健康， 还不太容易变质。

【探索】
如何解决职工的吃饭问题，

各企事业单位也都根据自己的情
况， 进行了很多尝试和探索。

探索一：
发放餐补
金额随工资协商调整

“我们给职工发放餐补，每人
每天40元， 职工自行解决吃饭问
题。 职工在单位最需要解决的其
实是午餐。 这个金额， 吃好不敢
说，吃饱应该没问题。 ”北京市皮
鞋厂工会主席顾尚礼告诉记者。

顾尚礼介绍， 最初， 他们也
有食堂， 但是众口难调， 后来也
曾一度承包给个人开办， 但是人
家做生意要盈利， 难免菜品质量
下来了， 职工不买账， 而且职工
晚上都回家吃饭， 食堂空着， 承
包商也有意见。 此外， 因为炒菜
做饭油烟大， 噪音大， 我们楼里
入驻的很多企业也经常提意见，
最后就干脆关停了。

“我们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一
直开展的不错。 ” 顾尚礼自豪地
说， 他们最初的餐补是每人每月
20元， 随着物价的上涨和企业经
营效益的提升， 我们在进行工资
集体协商的时候， 适当将餐补的
金额进行了调整，基本上每次涨5
元，这两年基本稳定在40元了。

现在， 职工有的从家里带饭
到单位吃， 餐补节省下来， 也是
一笔小小的收入。 有的就在周边
餐馆吃或者点外卖， 吃多吃少自
己说了算。 “之前， 我们周边的
餐馆不少 ， 在外就餐的选择很
多， 但是从去年底， 区域内开展
了封堵 ‘开墙打洞’ 等活动， 不
少餐馆被关停了。 现在， 周边环
境确实好了， 但是我们职工吃饭
的选择也相对少了。” 顾尚礼说。

探索二：
自办食堂
一日三餐质美价廉

“我们的食堂是自己办的，

为了方便职工， 我们早、 中、 晚
餐都能提供， 而且绝对的质美价
廉。” 91科技集团行政部经理赵
军介绍说。

赵军说， 他们的食堂位于办
公楼二层的中央区域， 在楼里各
个位置的职工来吃饭都很方便。
食堂不以盈利为目的， 原材料都
从供应商处直接进货， 避免中间
流通环节的一些问题， 也更加新
鲜。 “我们给职工买吃的东西，
不怕花钱 ， 所以原料都要买好
的。 很多单位用肉馅， 可能就是
买现成的， 我们就是自己买后臀
尖打肉馅， 然后做包子、 饺子、
肉龙。”

记者了解到， 企业给予员工
每人每天20元的餐补。 因为企业
的名字里有 “9.1”， 所以他们早
餐价格为9.1元 ， 包含最少三种
主食， 两三种咸菜， 另外还有蔬
菜沙拉、 鸡蛋、 烤培根等。 午餐
的价格是25元， 包含四个主菜，
菜品荤素搭配 ， 还有水果和酸
奶。 晚餐20元， 相对午餐稍微简
单一些， 但也有两种主食、 两三
个菜， 而且汤免费。

去年年底， 赵军他们遇到了
一次 “突发情况 ” 。 因为大兴
“11.18” 火灾， 全市都加大了检
查力度， 因为使用明火， 他们的
食堂也停了一段时间。 为了让食
堂顺利办下去， 他们花费近10万
元， 将原来的燃气灶具拆除， 改
成电灶， 还专门把厨师派出去学
习实践。 “即便改了， 我们也有
顾虑， 因为用电和火炒出来的菜
品 ， 口感不一样 。 今年4月份 ，
新改造的食堂正式启用了， 幸亏
职工们还比较认可， 我这悬着的
心终于放下了。”

探索三：
第三方承办
菜品一周不重样

除了自办， 不少企事业单位
也在尝试交给第三方承办职工食
堂。

“我们现在有客户50多个，
分布在西城、 海淀、 门头沟。 比
如西城区政府、 北京广播电台、
大唐、 中粮、 大悦城等的职工食
堂都是我们承办的。” 北京华天
凯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兼总经理朱利说。

凯 丰 公 司 成 立 于 2003年 ，
“非典” 时期， 华天集团作为国

企， 承担社会责任， 成立了临时
部门， 为隔离区送餐。 之后， 就
专门成立了凯丰公司， 服务企事
业单位机关工作餐。

“说实话， 跟一些行业内的
私营企业相比， 我们在价格方面
没有优势 ， 因为我们在人员工
资、 人才培养、 运营管理等方面
很正规， 成本也比较高， 但是，
我们的饭菜质量， 服务质量等方
面， 性价比很高。” 朱利说。

目前， 凯丰公司有员工500
余人， 其中中国烹饪大师、 高级
技师、 高级厨师、 高级面点师、
高级服务师140余人。 他们借助
华天技术力量的优势， 十分注重
自身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
“我们单位有7、 8位烹饪大师 ，
他们做为项目上的负责人， 也要
亲自上手做餐。 比如我们在西城

区园林中心职工食堂的项目经理
王宝庆， 就曾经在第四届新华联
杯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了第一
名， 饭店协会颁发了'烹饪大师'
的称号。 他做的菜就特别受西城
园林职工的欢迎。”

朱利介绍， 经过这几年的摸
索， 他们走出了一条全新的 “员
工餐” 管理之路， 形成了 “以自
助餐为主、 现场制作为辅” 的供
餐模式。 凭借集团公司老字号的
优势资源， 他们每周会组织不同
岗位职工的培训， 厨师之间也会
有短期交流。

此外， 还会定期组织新菜品
的研发 ， 并在营养搭配上下功
夫 。" 即便是普通的职工食堂 ，
我们也要让客人既品尝到正宗的
风味菜肴 ， 又做到营养摄入均
衡， 而且一周不重样。

时间短、 花销高、 种类少……

委员建议： 引入阳光餐饮 让职工吃上舒心饭

北京市政协委员、 市保护知
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主任王
连洁通过调研发现， 一些楼宇因
为缺少食堂， 员工不得不外出就
餐或叫外卖， 存在食品安全和交
通安全等方面隐患。 对此， 王连
洁建议， 征集品牌连锁企业承担
员工食堂的运营， 按照 “阳光餐
饮” 工程建设的标准， 对场地建
设和日常经营进行监管。

王连洁表示， 随着本市经济
转型升级发展的不断深化 , 商业
楼宇已成为众多企业的集中办公
区。 楼宇内及周边生活类配套公
共 服 务 设 施 的 完 善 程 度 已 成
为 企 业评价营商环境的要素之
一， 而在诸多生活类配套公共服
务设施中， 员工食堂建设问题日
益凸显。

由于不少楼宇内未设立员工
食堂， 员工午餐主要依靠外卖送
餐， 在周边的餐厅里就餐或自己
带饭等方式解决。 三种就餐方式
的主要问题是： 外卖食品加工点
分散， 监管难度大， 食品安全难
以保证， 大量快递车集中停留在
楼外， 增加了周边道路的拥堵；
周边的餐厅价格贵， 工薪阶层难
以接受； 自己带饭需要单位具备
冰箱和微波炉。

“员工午餐看似事小，实则事
大， 员工午餐问题不能得到有效
解决， 不仅不利于留住企业在京
长期发展， 也存在着严重的食品
安全和交通安全隐患， 甚至影响
到提升城市发展品质和民生服务
保障。 ”王连洁提出，解决写字楼
配置食堂问题，首先要统筹布局，
将商务楼宇集聚区员工食堂建设
纳入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工作
中。先期针对1万平方米以上的楼
宇开展逐一调查， 利用周边疏解
腾退空间等进行布局。 同时还要
有政策激励， 建议出台相关政策
对业主单位或物业服务企业新
建、改建员工餐厅给予资助；参照
本楼宇同品质楼面租价给予租金
补贴；对运行规范、年终综合评估
优秀的企业给予奖励。

王连洁还建议， 政府要加强
监管。 征集品牌连锁企业承担员
工食堂的运营， 鼓励运营商多元
化引进不同特色风味尤其是老字
号企业。 按照 “阳光餐饮” 工程
建设的标准对场地建设和日常经
营进行监管。 王连洁透露， 自己
的这个提案建议已经上报供决策
参考， 相关单位将按照批示进行
长远考虑和规划， 然后拿出一个
综合的改进工作方案。

政协建议： 引入阳光餐饮工程
征集品牌连锁企业运营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