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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助餐服务工作三级联动专题调研专刊

(２０２５年　第５期)

　河南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２０２５年６月１１日

安阳: 以 “１＋５＋N” 老年助餐联动专题调研

守护 “桑榆晚景” 的幸福 “食” 光

２０２５年３月以来,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的统一部署下,把老年助餐服务工作三级联动专题调研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重要民生工程,坚持市委领导、精心统筹谋划、周密

组织实施,围绕 “五个聚焦”,综合运用 “问卷调查＋现场查看

＋随机走访＋查阅资料＋座谈交流”五种方式,紧盯问题整改,

联动调研取得阶段性成效,老年助餐服务工作不断扩面提质.

一、坚持人大主导,构建 “１”体化联动监督格局

(一)“一把手”重视,高位推动工作.安阳市委书记袁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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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全市养老事业大局,及时听取老年助餐专题调研工作汇报,

提出要求、进行指导.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徐家平

亲自挂帅,全过程参与、研究、推动专题调研工作,指导成立了

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市长高永听取专项工作汇报,进行了专题部

署,推动政府及３４个老龄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未查先改、边查

边改.省人大常委会老年助餐服务专题调研视频部署推进会结束

后,４月２４日,安阳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听取

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情况汇报;３０日,安阳市委常委会专题听取

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视频部署推进会议精神及安阳市贯彻落实

情况汇报,进一步统一思想、协同联动.通过市委、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一体化高位推动,实现了全市顶层联动、方向一致、

合力而行.

(二)“一盘棋”部署,科学统筹推进.安阳市６０周岁以上

老年人１０６４万人,老龄化率为１９８％,已处于中度老龄化社

会,养老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群众迫切期待解决的重大民生

问题.３月初,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老年助餐服务工作联动

调研实施方案,明确了１１项调研重点和七个调研阶段,在持续

做好去年养老服务联动监督问题整改的基础上,围绕 “助餐服

务”创新开展持续监督、精准监督,深挖助餐工作存在的困难、

问题,助力打通堵点、解决难点,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满意度.安阳市人大常委会按照 “察实情、出实招、见

实效”的工作思路,３月２８日,专题听取老年助餐相关工作汇

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统筹推进专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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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体化”联动,扎实开展调研.安阳市人大常委会严

密组织调研,扎实开展、稳步推进,市政府及相关单位密切配

合、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均成立了联动

调研领导小组、专题调研组或工作专班,均由常委会主任担任组

长,协同联动开展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建立市人大与政府之

间、与县区人大之间信息共享、联合宣传、问题移交、专项整改

等工作机制,明确专人负责,确保专题调研方向一致、目标一

致、步调一致,上下联动、同步发力,真正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工

作成效,把老年助餐服务做成惠及广大老年人的民生工程.

二、紧盯 “５”个聚焦,组建立体化联动监督矩阵

(一)围绕五个聚焦,细化调研重点.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及

时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老年助餐服务专题调研视频部署推进会

精神,４月２２日制定出台了 «安阳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领导

小组关于突出 “五个聚焦”进一步做好老年助餐服务工作三级联

动专题调研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市、县两级老年助餐联动

调研走深走实.指导意见结合安阳实际,对照河南省老年助餐服

务实施方案等 “１＋３”政策文件和 «安阳市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

案»«安阳市城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建设补贴发放管理办法 (试

行)»,把专题调研重点细化为５个方面１８个要点,明晰了调研

人员、范围、对象、方式和工作标准等.市级调研组实地走访不

低于５０％的老年食堂、不低于３０％的老年餐桌和老年助餐点,９

个县 (市、区)的调研组做到老年食堂走访全覆盖、老年餐桌和

老年助餐点不低于５０％.截至目前,全市已实地调研老年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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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助餐经营机构及其所在的乡镇 (街道)、村 (社区)２８０

余处,查找各类问题３０余条,专题调研务实高效、精准有力.

(二)采取五种方式,深化市县联动.紧紧围绕 “五个聚焦”,

安阳市人大常委会采取 “问卷调查＋现场查看＋随机走访＋查阅资

料＋座谈交流”五种方式,与９个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联动开

展调研.一是针对四类重点调研对象,分别制作个性化 “二维码＋

线下”调查问卷,广泛征集各方问题、意见和建议,已回收有效问

卷１０００余份,梳理出降低菜品价格、制定运营补贴、落实建设补

贴、水电气热适用民用价等２０余项建议.二是采取 “四不两直＋明

察暗访”的方式,随机选取街道老年食堂、社区助餐点、老年餐桌、

乡镇老年食堂、村助餐点等场所进行查看,坚持察实情、见实况、

有实效.三是随机选取有代表性的老年人进行走访,真实了解老年

人助餐服务实际诉求和有关建议.市、县两级调研组深入田间地头、

广场街头,面对面和２００余名老年人交谈,深入了解助餐需求,确

保调研针对性、有效性.四是针对 “五个聚焦”,查阅相关政策文件

的出台、落实等情况.市、县两级调研组累计查阅各类资料１００余

份.五是实地调研结束后,围绕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收集的意见建

议,召开不同层次座谈会.与政府相关责任部门、乡镇 (街道)和

村 (社区)负责人、助餐场所运营主体、老年人代表等进行充分交

流研讨,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研讨效果.

(三)五级代表参与,全面深入基层.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来

自人民、扎根人民的特点优势,把联动调研工作与代表工作有机

结合.安阳市五级代表全面参与老年助餐调研,在市级和９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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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成立的调研小组或工作专班中,基层一线代表占比达

到５０％.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协同联动,积极邀请３００余名五

级人大代表参与调研,深入老年食堂、老年餐桌、农村幸福院、

养老机构等场所进行实地走访.目前,通过市、县两级人大常委

会联动调研,查找出建设补贴落实不到位、没有科学统计就餐老

年人数、未定量定比确定老年助餐服务水电气热用量、政策宣传

不到位等问题已移交相关部门,整改工作在同步进行.

三、衔接地方立法,推动 “N”项监督成果转化

(一)扎实调研,充分有效衔接地方立法.近年来,安阳市

人大常委会聚焦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立法,开展了市内多层次的专

题调研和市外多层面的学习考察,形成丰富调研成果.今年,安

阳市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出台 «安阳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促进条

例»,结合老年助餐三级联动专题调研中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年助

餐服务不够便捷可及、服务监管存在盲区、政策保障还不充分等

问题,在 «安阳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促进条例»立法工作中进行

充分有效衔接,对具体条款提出修改建议２０余项,均已采纳,

切实以 “小切口”立法助推解决养老服务的 “大问题”.

(二)深入整改,持续推进老年助餐服务.按照 “边调研、

边监督、边反馈、边提高、边整改”的要求,安阳市人大常委会

对今年老年助餐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交办、督促整改,形

成监督闭环.政府及有关部门细化整改措施,实行台账管理,已

落实市区９家老年食堂建设补贴５５万元,切实提升老年助餐工

作质效.对调研中发现的好的助餐模式,如安阳市龙安区采取的
—５—



“央厨＋助餐小推车”模式,解决了助餐最后１００米的问题;文

峰区传统餐饮品牌将 “安阳味道” “美味安阳”融入老城区社区

食堂,充分体现了安阳特色;殷都区钢五社区发挥人大代表、党

员的带动作用,形成 “支部主导＋邻里互助＋轮流做饭＋志愿服

务”的助餐模式,有效利用现有资源,获得老年人一致好评等,

针对一些成熟的经验做法,将适时因地制宜进行推广.

(三)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提升监督成效.去年养老服务联

动监督中,向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交办的养老服务设施移交率不

高、养老机构适用居民取暖价格不到位等４５项问题,已基本完

成整改,但还有一些如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高、相关补贴政策

不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度低等问题,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实施 “一

月一调度”等督办工作机制,将持续监督、紧盯查改确保各项整

改举措落地落实.同时,安阳市人大常委会还将统筹民生实事督

办和老年助餐专题调研,督办市政府 “提升基本养老服务水平”

这项２０２５年民生实事,进一步推动构建更优质、更充分、更均

衡的养老服务体系,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幸福 “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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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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