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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２０２５年５月２０日

新乡: 围绕 “四抓” 发力 打造助餐特色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养老工作,连续５年把养老作为

监督工作重点,为推进养老事业发展持续发力.今年,省人大部

署老年助餐服务三级联动专题调研以来,新乡市人大常委会迅速

行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打造老年助餐服务新模式,提升

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紧盯 “三个统一”抓协同,确保联动调研起好步

(一)高度重视,做到思想统一.省人大部署联动监督后,

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我市工作,研究具

体实施方案,成立一把手任组长的联动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和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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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任组长的３个高规格联动调研组,并把公

交免费、景区免门票等５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关注度高的惠老

政策同步实施专题调研.

(二)精心谋划,做到目标统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乐新

高度重视老年助餐工作,多次深入社区老年助餐机构、农村老年

助餐点实地查看,并亲自制作 «新乡市老年助餐服务调查问卷»、

«新乡市老年助餐服务场所案例信息采集表»,指导县 (市、区)

人大组织开展信息采集和问卷调查,抓好运行形势较好、可持

续、可复制的典型案例总结提升.

(三)聚焦难点,做到质效统一.动员会后,新乡市、县人

大常委会迅速行动,通过明察暗访、座谈交流、实地考察等感性

方法和查阅资料、统计分析、问卷调查等理性方法相结合,深入

挖掘基层创新实践中的成功经验,正在逐步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

告,确保调研成果转化为监督实效.

二、关注 “民情民意”抓对接,弄清老年助餐服务真需求.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始终紧盯 “助”这个老年助餐服务的关

键,准确把握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助餐机构的真实诉求,推动

“政府干的”与 “群众盼的”精准对接.

(一)精准对接老年人群体的真实需求.针对老年人群体年

龄结构、收入水等因素造成的不同助餐需求,新乡市人大发挥社

区老年助餐机构、代表联络站等阵地作用,开展 “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老年助餐服务调查问卷,准确掌握不同老年群体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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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助餐要求,使调研建议更具针对性.

(二)精准对接老年助餐服务机构的真实诉求.新乡市人大

通过召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座谈会,了解助餐机构在运营过程

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倾听他们对加大政府补贴、简化审批流程等

政策支持方面的期盼,形成问题及建议台账,按照 “边监督、边

反馈、边整改、边提高”的调研要求,反馈有关部门,积极跟踪

监督落实.

三、突出 “四个重点”抓关键,摸清老年助餐供给真困难

(一)紧盯设施建设问布局.设施布局是老年助餐的关键性

基础,直接决定老年人就餐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新乡市人大突出

设施建设监督,对统一标识、建设、管理和服务标准建成的４５８

个助餐服务设施,通过实地调研,重点查看老年食堂、老年餐

桌、老年助餐点等设施布局的科学性合理性,是否综合考虑辖区

内老年人口规模、助餐服务需求、服务半径、服务安全等因素,

推动助餐场所有效覆盖,避免资源浪费.

(二)紧盯服务模式问持续.服务模式决定了老年助餐工作

的可持续性.新乡市人大在实地调研中,制作 «新乡市老年助餐

服务场所案例信息采集表»,围绕运营管理、服务供给,政策落

实、服务监管等８个方面４２项内容,详细收集助餐服务机构运

营主体、资金来源、收支情况、供餐模式等各类信息,总结不同

场景、不同条件下的助餐服务模式,探索富有新乡特色的运营模

式,提供给各级政府和运营机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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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紧盯政策扶持问落实.为大力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新

乡市出台 «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方案»和老年助餐运营补

贴、设施建设补贴及老年人就餐补贴等实施办法,在服务场地、

日常运营、社保税费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市人大调研突出政府

扶持政策的落实情况,将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税费减免政策和

人才社保支持政策等作为重点,查看这些补贴是否真正落到实

处,机构应当享受的税费减免优惠和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是否落

实到位.

(四)紧盯服务监管问安全.老年助餐场所安全涉及民政、

市场监管、消防等多个职能部门.新乡市人大针对规模较小的老

年助餐服务机构、农村地区老年助餐点,如何在确保食品、消防

安全的前提下,简化手续、要求,降低运营成本,深入相关监管

部门,调研监管服务及扶持情况,探索有利于老年助餐服务可持

续发展的监管服务模式,提出支持助餐服务机构健康有序发展的

合理化建议.

四、坚持 “问题导向”抓特色,探索老年助餐服务新模式

针对老年助餐服务布点难、运营难等问题,新乡市人大及时

总结各类运营模式,促进我市老年助餐工作实现多元化可持续运

营.

(一)支持 “居家社区服务中心＋助餐”服务模式.街道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是老年助餐服务的基础设施,在原有日间照料、

康复理疗、文体娱乐等养老服务基础上,将中心餐厅向社会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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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增加助餐服务,支持其开展老年助餐服务,有效减少成本

投入,保障持续运营能力.我市高新区启明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设

置的老年食堂,充分发挥街道养老设施作用,对６０岁以上老人

就餐提供９折优惠,实现每天对外助餐１００人次,累计助餐约

２５万人次.

(二)拓展 “养老机构＋助餐”服务模式.养老机构具有专

业的养老服务能力,在做好老人托养,日间照料,临时托养等医

养结合服务的同时,利用食堂开设老年餐桌,充分发挥机构服务

专业性,有效控制运营成本.我市高新区众康养老院做到为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８折优惠.在提供经济实惠的营养套餐基础

上,延伸个性化菜品供应,为行动不便、高龄、居家老人提供便

捷送餐服务,累计助餐２２万余人次.

(三)探索 “中央厨房＋助餐网点＋配送入户”模式.为破

解传统服务模式局限,获嘉县探索社会化运营新路径,引入智颐

安养公司,由其投资６０万元建设中央厨房,并配备１６辆助餐车

(２４年采购１４辆,今年又补充了２辆),实现城区助餐服务从点

到面的全方位覆盖.硬件设施搭建完成后,开发 “助餐卡服务系

统”,为６０岁以上老人办理助餐卡,按年龄段实行优惠.为保障

资金安全与服务可持续性,建立民政、银行、助餐企业三方共管

账户,对老年助餐卡资金进行监管,确保资金使用透明、规范,

助餐服务微利运营.中央厨房日均为３０００余名老人提供助餐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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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广老年助餐 “公益岗”服务模式.老年助餐机构用

工成本约占运营成本４成左右,用工支出直接影响助餐机构能否

长期持续经营.针对这一问题,县区利用 “社会事业公益岗”服

务老年助餐事业,解决老年助餐 “微利”运营中用工难、成本支

出大问题.通过公开招录享受政策的脱贫人口和未消除风险监测

对象,培训后成为老年助餐服务工作者,开展老年助餐服务,有

效解决助餐点用工问题,既确保老年助餐点持续稳定经营,又为

困难家庭提供了就业岗位,拓宽其收入渠道,更是为老年人提供

了便利服务,使广大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更加经济实惠的一

餐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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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