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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联动监督专辑 (三十四)

焦作: 山阳区五种模式助推老年助餐服务

“好吃,来值了!”７月１日１１时４１分,８７岁的孙世霄老人

放下筷子,点评刚吃完的一碗鸡块面.自从今年３月底来吃了一

次,孙世霄老人就认准了焦作市山阳区艺新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助餐点.

“６０岁以上老人,一个月４５０元,收费不高,饭菜质量好.

我春节以来已经拉几个朋友来这里吃啦.”许桂香老人也说.

当天在助餐点吃午饭的老人接近１２０位,除了入住养老服务

中心的４２位长托老人,其他的都是仅在这里吃饭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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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切实解决老年人就餐困难、实现营

养均衡和提升老年人福祉的重要举措,是积极回应老年人 “急难

愁盼”和社会关切的民生工程,也是省市区人大养老服务联动监

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山阳区人大紧扣联动监督方案要求,对养老

服务体系推进情况进行了走访、调研、座谈,了解到老年人就餐

问题,特别是高龄、失能半失能以及经济困难等老年人的就餐问

题,不仅是一件大事,而且是一件难事,老年群体需求比较强

烈.同时,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工作,也是２０２４年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民生实事.“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

我们就要监督什么、推进什么”.山阳区人大将老年人助餐服务

作为监督重点,进一步完善推进 “政府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参

与、社工服务 “的助餐工作机制.

目前,山阳区的老年助餐服务,已经形成五种模式:

一是发挥街道社区养老设施主阵地作用,开办老年食堂.山

阳辖区共有９个街道,建设有９个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均由优质

的养老服务企业运营,具备托养、日间照料、居家上门服务三种

功能,且全部为无障碍环境,适合开办老年食堂.山阳区积极协

调各类资源,动员养老服务企业开放了内部食堂,升级为老年食

堂.养老机构本身长期服务老年人,对老年人口味、需求掌握精

准,同时设有留样柜、消毒柜等必备设施,有效保障了菜品品

质,确保老年人吃的放心、舒心.比如山阳区的艺新街道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总面积２７００平方米,食堂面积占３００余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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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时满足８０名老年人就餐,助餐方式以定点膳食为基础,可

延伸配送到户.进餐过程中,为避免外来老人与机构长住老人同

在一空间活动,养老机构选择空间错峰进餐,防止引起不必要的

交叉感染.助餐后,还会进行区域性空气消毒、台面消毒及地面

消毒.餐食的营养需求也是经过专业的指导进行搭配,低盐、低

脂、易消化,保证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针对不

同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如糖尿病、高血压等老人,还会结合医疗

合作单位提供的建议,给予适合老人的特殊餐饮.根据季节,还

会定期更新菜单,提供多样化的菜品,以满足老年人的口味需

求,深受周边老年人的欢迎.目前除了托养的老人,每天都有几

十名居住在周边的老人在此就餐.

二是利用社会餐饮企业资源,开办老年餐桌.老年助餐服务

本质上是市场性服务,为确保助餐网点持续运营,山阳区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利用 «焦作市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

案»中税费减免优惠、水电气暖优惠、人员政策性补贴等支持政

策,面向辖区社会餐饮企业开展了意向合作征集活动,通过对其

资质、服务能力、服务环境等情况进行综合考察后,首批确定了

３家社会餐饮企业成为老年人助餐服务网点.比如焦作市人民医

院对面的红百粮餐饮店,地处老城区核心区域,面积２８０平米,

可同时容纳１００多人就餐,经街道、社区与群众代表实地考察加

试餐后,被确定为助餐服务网点,设有早、中、晚三餐,菜品丰

富、服务周到,每天大约有近百名老年人前去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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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与集中配餐企业合作,在社区开设助餐点.比如山阳区

定和街道丰收社区,就由社区党委牵头建立了助餐微信群,并在

居民楼道群、社区公示栏等发布通知,邀请有就餐意愿的群众扫

码进入助餐群,统计大致的就餐人数.社区党委还带领党群议事

会成员,实地考查了焦作轩成、河南园鼎两家集中餐饮配送企

业,了解了具体配餐流程及餐品质量和价格,还带领居民代表实

地参观了配餐公司的生产环境,品尝了餐品口味.之后,社区党

委组织召开了楼道长会议,邀请去参观的居民代表交流参观感

受,经过大家商议确定了最终的配餐标准,并对楼道长会议结果

进行了公示.在民政部门的支持下,社区居委会将有就餐意愿的

６０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信息录入智慧平台系统,每周五提前发布

下一周的菜谱,有就餐意向的居民按周订餐,统一缴纳下周餐

费,社区老年助餐服务从今年３月底开始正式运行.目前,山阳

区已经有十余个社区都采用 “群众报餐、企业配餐、社区分餐、

便民取餐”的模式,为社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个别身体状况不

方便到网点就餐的,由志愿者送餐上门.

四是依托小区物业资源,开办老年食堂,探索 “物业服务＋

助老服务”模式.比如定和街道新兴社区,充分发挥 “居委会＋

业委会＋物业公司”三位一体协商议事作用,积极探索老年食堂

建设和运营新模式,与焦作市合家安物业合作,依托小区物业资

源,组建了专职服务队伍,倡导物业全员开展助老服务,同时对

物业公司的二楼全部进行了改造,不仅能提供助餐服务,还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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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功能.每个楼栋的物业管家,都是社区的助

老服务员,不仅组织带领老年人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近郊游

玩活动等,还定期探访独居老人,并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上

门送餐服务.

五是在居家养老服务里,设立了 “上门做饭”的服务项目.

山阳区从２０２３年４月份开始推行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主要面向特困、低保、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的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一共服务了１９１人.借由焦作市今年成功创建全国第五批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试点城市的契机,民政部有专项资金支

持开展居家上门服务,所以服务对象从１９１人扩展到４４３名老年

人,开展有六大类３５项上门服务,助餐服务也是其中一项重要

内容,主要服务形式为上门做饭.８２岁的原黑龙老人就是其中

一位受益者.原黑龙老人家住山阳区新城街道,无儿无女,平常

由外甥送饭,虽然外甥每天及时送饭,但老人年事已高,随着年

轻人的口味吃饭总有些不方便,居家上门服务开始后,服务人员

针对老人需求,开始提供上门做饭服务,按照老年人清淡的口味

和饮食习惯做饭,符合老人胃口,引得老人多次称赞.截止目

前,山阳区上门做饭工单为６２６条.同时,山阳区居家养老服务

的工作成效,也获得了河南电视台等多家省市级媒体的关注和报

道.今年春节的正月初一到初六,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的 «百姓

问政»节目,播出了六期养老服务特别节目,其中２月１３日第

四期和２月１５日第六期,在两期节目里播出了山阳区的养老服
—５—



务工作.这些节目已经发布在了河南省人民政府政府的网站上.

山阳区还被工信部、民政部评为全国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

基地,这项评选从２０１７年开始,７年来全省只有３个县区获得该

荣誉,山阳区是其中之一.

为了更方便老年人用餐,山阳区还利用区级智慧养老服务平

台,创建了 “山阳养老”的微信小程序,社会公众不但可以通过

小程序获取所有的养老服务设施信息,开展相关服务办理,而且

可以在小程序上完成助餐服务.小程序的主页面上,有一个 “我

要点餐”,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山阳区所有能够提供助餐服务的

网点,群众可以选择距离自己较近的网点进行预约,就餐方式有

送餐上门和站点堂食两种,方便群众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选

择.预约成功后,在 “查看预约详情”页面,可以看到自己这一

单的详细情况,用餐时间、取餐方式、站点名称,以及站点的服

务电话、具体地址,点开地图还可以按导航路线直接到就餐点,

非常方便.

２０２３年以来,山阳区 “政府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社工服务 “的助餐工作机制不断成熟,截至目前该区已陆续建设

老年助餐网点２６个,其中老年食堂８个、老年餐桌４个和社区

农村助餐点１４个,累计为１４９３位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１２５０５

次,得到了老年人的普遍认可.

(焦作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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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发: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一级巡视员、办公厅

副主任、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办

事机构、机关各处室

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