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6家长者饭堂升级并面向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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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助餐服务
解决老年人舌尖上的“刚需”

“阿婆来啦，今天有您爱吃的红烧

肉。”“好呀，那你帮我多盛点米饭。”12月

16日，临近午饭时间，林秀华和姐妹们走

进海口秀英区海秀街道海口港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长者饭堂。

红烧肉、西兰花炒肉、番茄炒蛋、冬瓜

海白汤……端起装着热乎饭菜的餐盘，老

人们走到用餐区坐下，开始享受午餐。

饭菜可口、就餐方便、价格实惠，运营

一年多以来，这里已经成为附近老人们每

天固定的“打卡点”。

长者饭堂起源于助老服务。近年来，

海南把老年人助餐服务作为重要的民生

事项推进。2018年，海口首批长者饭堂

正式开餐；一年后，长者饭堂从市区进一

步推广到了乡镇。目前，这类饭堂已经有

63家，基本上形成“城区社区15分钟、外

围城区30分钟”的助餐服务网络。

根据市民政部门规定的助餐标准，长

者饭堂为老年人提供“两荤（含半荤）一素

一饭（粥、面）一汤”套餐，每份价格在16元

上下，本市户籍老人、低保家庭老人等困

难老人可根据情况享受政府补贴和企业让

利后的优惠价格，特困老人可免费用餐。

“不用买菜做饭、洗锅刷碗，下楼走几

步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省心又省力。”林

秀华一语道出了老年群体就餐的痛点。

买菜做饭看似简单，但对于老年人而言，

并不轻松，在一些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的

老年人身上，更为困难。

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末，海口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42.31万人，占常住人口

比例14.2%。根据民政部2022年的调查

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已

超过一半。年纪大了做饭不方便，高龄老

人、失能半失能老人、独居老人等日常吃

饭难的现象较为普遍。

“对于高龄老人、独居老人来说，不用

自己买菜烧饭，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乎

的饭菜是刚需。”琼山区国兴街道道客社

区“一方养老”社区饭堂负责人李鑫说。

为了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也能够享

受到这项福利，很多长者饭堂还提供送餐

上门服务。“我们食堂建立了微信群，每天

都会在群里报当天菜单，只要行动不便的

老人打一个电话我们就能把饭送到家门

口。”李鑫说。

从助老到便民
“小饭堂”承载“大民生”

13日中午11点半，家住海口坡博家

园的符奶奶和老伴像往常一样到坡博西

长者食堂用餐，她发现，食堂有了一些新

变化——年轻的面孔多了起来。

原来就在三天前，坡博西长者饭堂正

式升级为社区食堂，将便民助餐服务范围

由长者拓展至社区居民。

过了中午12点，附近的上班族陆续

赶到食堂，“我是之前来过几次，觉得味道

很不错，今天带同事过来尝尝。”在附近做

销售的何先生告诉记者，虽然他们不享受

政府补贴，但是相比于20多元一份的外

卖，16元四个菜的性价比很有吸引力。

用餐过后，两位初次“尝鲜”的同事也给出

了很高的评价，“饭菜口味很好，而且明厨

亮灶，菜品质量看得见，吃得放心。”

社区食堂运营负责人谌廷深告诉记

者，自社区食堂运营以来，每天用餐人数

有80人左右，老人群体和社区其他群体

大约各占一半，因为年轻人和老人的用餐

时间不同，“错峰”用餐不会出现排队、没

座位的情况。

今年以来，在优先保障老年人助餐服

务需求的基础上，海口多家长者饭堂将服

务延伸至社区居民，社区食堂也被称为

“2.0版”长者饭堂。目前，海口全市运营

的社区食堂共有6家。性价比高、卫生有

保障，“圈粉”了许多社区居民，附近居住、

上班的年轻人纷纷走进食堂，与老年人成

为“饭搭子”。

社区食堂有多受年轻人欢迎？海榆

东社区食堂相关负责人夏超告诉记者，食

堂日均就餐人数约130人，其中年轻人占

七成左右。琼山区国兴街道、凤翔街道等

地的社区食堂同样受到青睐，“有些人没

时间做饭，还会在微信群里提前订餐，下

班来取，回去一家人吃。”夏超说。

“既留得住老年人的胃，也抓得住年

轻人的心。”夏超介绍，年轻人的加入无疑

激活了社区食堂的活力，有利于社区食堂

的良性运转和持续发展。也督促运营企

业不断优化服务，以满足多元化用餐需求。

龙华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

极推进长者饭堂向社区食堂转型，鼓励有

条件的长者饭堂升级迭代，逐步将现有的

15家长者饭堂对全体居民开放，让更多

的老年人以及居民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助

餐服务。

因“老”制宜多元服务
让老年人下了饭桌上茶桌

长者饭堂存在的意义远不止是吃顿

饭那么简单。

坡博西社区食堂位于该社区的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内，早餐结束以后，很多

老人便陆陆续续来到这里，健身、下棋、做

按摩、练书法……老友们聚在一起，说说

笑笑很是热闹。

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包括食堂，中

心共设有理疗室、书画室、乒乓球室、观影

室等8个功能室，老年人一般上午在这里娱

乐，到11点就在食堂用餐，有的老人午饭

后回家睡觉，不睡觉的就继续“泡”在这里。

“在提供基本助餐服务的同时，海口

还致力于将长者饭堂打造成邻里交流、志

愿服务平台，将老年餐桌发展为“书桌”

“茶桌”“棋牌桌”，满足老年文化娱乐需

求。”海口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

科科长马俊说。

记者了解到，大部分长者饭堂都开设

在社区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或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内，这些场所本就配备有完善

的休闲娱乐项目，长者饭堂的出现填补了

中午时段的空窗期，让长者吃出“幸福味”

的同时，生活也更“有滋有味”。

马俊介绍，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大多

采用“公建民营”模式，由政府出资建设并

监督，委托专业服务团队进行运营。政府

部门鼓励运营企业在提供膳食供应、个人

照料、休闲娱乐的基础上，因“老”制宜，探

索提供更多规范化、多元化、人性化的服务。

健康指标检测、康养知识讲座、反诈

知识宣传、智能手机课堂、义诊义剪……

现在，越来越多的活动在海口各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开展，将丰富多样的服务内容

送到长者身边，为老年人打造家门口的

“温馨港湾”。

“社区的活动，都是给我们量身定做

的，内容丰富，年轻人还热情，在家门口就

把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坡博西社区

70岁的李奶奶说。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每个家庭的

期盼，更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

尺。”海口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

将继续走访调研老年助餐服务等老年人

关心关注的养老服务运行情况，聚焦老年

群体实际需求，不断健全完善与自贸港建

设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让椰城“银龄

族”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助老便民 办好民生 事
冬日的海口，正午时分，走

进任何一家长者饭堂，餐台上的
美食呼呼冒着热气，餐盘送进窗
口，出来时已是琳琅满目。小小
的餐盘，盛的是关爱“加码”的是
幸福。

这里，不仅有美味可口的饭
菜，更有浓浓的烟火气和人情
味，“银发族”“上班族”围桌而
坐，聊着工作生活。小小的餐
桌，承载着大大的民生。

抓牢“去哪吃？”“吃什么？”
的关键小事，目前，海口已建成
63家长者饭堂，其中6家升级为
社区食堂面向社会开放。小小
的食堂，暖胃更“暖心”。

□南国都市报记者张野

食食
坡博西社区食堂内，老人们围坐一起下跳棋（记者陈浩文摄）中午，年轻人在社区食堂排队就餐。（记者曹志摄）

居民在社区食堂打居民在社区食堂打
饭饭。（。（记者记者陈浩文陈浩文摄摄））

老人们在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道客社区食堂内用餐。(记者曹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