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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人大: 念好 “实深准真效” 五字诀

打造老年助餐服务监督闭环

近年来,濮阳市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２０２５年,在省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下,濮阳市人大常委会

立足地方实际,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扎实开展老年助餐服务

工作市县乡三级人大联动监督,在党委的领导支持下,综合运用

专题调研、听取工作报告等多种方式,多维发力打出人大监督

“组合拳”,助力破解老年助餐服务难点、堵点,切实提升老年人

获得感、幸福感.

一、制定监督方案求 “实”

深入调研,找准目标靶向.濮阳市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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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近２０％,且呈现出老龄化进展快、未富先老、少子化等特

点.近年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服务

供给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助餐等专项服务覆盖面有限等问

题.市人大常委会紧扣民生需求,将养老服务监督列为年度重点

监督议题,成立专项调研小组,由常委会分管副主任牵头,社会

建设工委具体负责,联合民政、财政、住建等部门,通过实地走

访、座谈交流、数据分析等方式,梳理出老年助餐政策落实、设

施建设、助餐服务质量、服务能力等１１项监督重点.

精心谋划,出台实施方案.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市人大常委

会精心制定 «濮阳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老年助餐服务工作联动监督

实施方案»,明确监督目标、内容、步骤及要求.方案突出 “三

个结合”,一是全面监督与重点突破结合,在去年养老服务联动

监督整改 “回头看”的基础上,以老年助餐服务为切入点,以点

带面,打造人大监督工作新亮点.二是问题整改与长效管理结

合,建立 “发现问题—交办整改—跟踪问效”机制,推动监督成

果转化为制度成果.三是人大监督与社会参与结合,发动各级人

大代表、社区群众参与调研,填写调查问卷,形成监督合力.

二、全面部署推动求 “深”

高位推动,专题会议部署.３月１１日,濮阳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专题会议,就２０２４年省、市交办的问题 “回头看”和全市

老年助餐服务联动监督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强化责任落实、

突出整改实效、创新监督方式,不断提升监督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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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明确老年助餐工作部门职责分

工,将监督任务细化为８个阶段,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单位.濮

阳市人大常委会成立２个联动监督组,成员包括部分常委会组成

人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市人大代表、银发顾问团 (公民代

表),分片包干督导县 (区)工作进展,每月通报进度,形成

“清单化推进、节点化问效”的监督链条.

强化业务培训,提升履职能力.为确保监督工作依法依规开

展,濮阳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题培训会,邀请市民政局分管副局

长授课,深入解读 «濮阳市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及

相关政策法规,重点剖析助餐服务中政府职责、社会参与机制及

法律责任等内容.同时,结合典型案例讲解监督重点和调研方

法,帮助联动监督组成员精准把握政策要求,提升监督实效.

三、监督工作方向求 “准”

明察暗访结合,摸排助餐现状.２０２５年３月,市人大常委

会联动监督组以 “四不两直”的方式深入基层一线,到滨河社

区、玉兰社区、登月社区、永乐社区等地的老年助餐点开展专项

调研,通过 “四看四问” (看卫生、看价格公示、看就餐记录、

看补贴落实;问需求、问困难、问建议、问政策知晓度)、问卷

调查等方式,了解运营现状、倾听群众诉求,发现共性问题包括

部分助餐点存在经营效益不佳、助餐服务可持续性不强,个别场

所提供餐品与老人需求对接不够、个性化订餐服务不足等.

数据支撑决策,推动服务优化.设计 «濮阳市老年助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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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濮阳市老年助餐工作从业人员调查问卷»,动员广

大居民参与问卷调研,动员全市各级人大代表、老年人及家属、

助餐服务从业人员填写调查问卷,全面了解老年助餐需求建议.

目前通过社区发放、线上扫码等方式回收有效问卷５００余份.数

据显示:７９％受访者对服务表示满意,但４６％反映价格偏高,

３５％认为配送范围有限.基于调研结果,市人大常委会进一步明

确工作方向:一是保证特困老人等重点人群助餐需求,推动助餐

服务提质扩面;二是推动政府相关支持政策落地见效;三是积极

推广助餐服务经验模式,推动助餐服务高质量发展;四是推动数

智赋能老年助餐服务,提升助餐服务数字化、信息化服务水平.

四、代表主题活动求 “真”

创新代表履职形式,全程参与监督.在全市组织开展 “人大

代表在行动　我为群众办 ‘食’事”主题活动,聚焦老年人 “吃

饭难”问题,开展走访调研,切实把群众关切转化为服务质效提

升的 “助推器”.目前已经组织代表走访老年助餐点２４次,收集

意见建议１８条.市人大代表韩中华在参与调研后表示:“监督不

是走过场,问题整改要动真碰硬,切实推动政策落地.”

群策群力,谋实谋细破题之策.市县联动调研组与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有助餐需求的老年人以及养老助餐工作从业人

员进行座谈交流,深入人大代表联络站、乡村幸福院、社区大食

堂等地召开多层次的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督促各部门进

一步健全体制机制,不断强化保障体系.市人大常委会还要求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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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研的人大代表 “人人写报告、人人提建议”,从不同角度、

不同方面讲现状、查不足、剖原因、提对策,共同为老年助餐服

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

五、持续跟踪监督求 “效”

联合民政部门,精准核查整改成效.今年３月初,濮阳市人

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联合市民政局,对２０２４年交办的养老服

务设施不足、现有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专业护理人员少、养老

机构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整改情况开展 “回头看”.市县两级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按照职责分工,先后组织开展专项

督导６４次,回访养老服务机构２８家、人民群众１８０余人次,全

力推动问题整改见行见效.

注重监督实效,巩固整改成果.市人大常委会从２０２４年交

办的３６项问题中选取６项需长期推进的问题纳入２０２５年重点督

办清单,坚持领导领衔督办、工委对口督办、区县联动督办,通

报听取汇报、实地检查等跟进监督.同时,采取 “人大监督＋党

委督查”,联合市委市政府督查局开展调研监督,进一步增强监

督工作合力.下一步,将继续坚持 “边监督、边反馈、边整改、

边提高”的思路,及时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建

立健全监督闭环,督促政府有关部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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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