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数字助餐试点遇冷现象，中国老
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社区居家养老分会
总干事王衍臻表示，点餐手段的智能并不
代表真正的智能。数字助餐想要真正贴
心，需要抓住老年人心中的渴望，即方式
传统化、简单化，给予参与感、安全感，满
足个性化需求。

王衍臻说，即便是学习能力强的老年
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也远低于年轻
人。因此一般人看似不难的操作对于老
年人来说，仍是繁琐的。

无论衣食住行，老年人对安全感和尊
重的渴望都强于年轻人。很多智能化手
段恰恰在这方面是缺失的，不如线下互动
安全感高。

此外，老人对于衣食住行的个性化需
求不会因为年龄增长和身体状况变化而
彻底消失，因此智能养老过程中要针对不
同老人的不同需求细分、定制。

王衍臻建议，将智能化、精细化、人情
化相结合，为老年人量身定做营养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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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养老驿站合作推出线上点餐与养老驿站合作推出线上点餐

老人为啥不老人为啥不““捧场捧场””？？
上午9时，家住北京西城区月坛街道铁二

二社区的老人李奇拿出手机，浏览着前不久注
册的一家企业版点餐页面，想点一份外卖。可
看了看商家动辄30多元的套餐价格和零元到
十几元不等的送餐费，老李退出应用，然后拿起
饭盒，直奔复兴门北大街养老驿站，虽然要走小
一公里的路，但也没挡住老李去打饭的热情。

本是解决老人用餐“最后一公里”的好事，
为啥不被老人“捧场”？

老人提前两小时排队打饭

复兴门北大街养老驿站
（以下简称复北养老驿站）大门
一侧，立着一个易拉宝，上面写
着：“为丰富驿站餐品多样性、
营养全面性，西城投用数字化
助餐平台，社区所有居民可通
过‘饿了么’就近驿站点外卖
啦。”这是“饿了么”与西城区民
政部门共同搭建的首个专门服
务老年人手机点餐、包含“网络
平台+驿站+第三方膳食营养
评估+数据跟踪反馈”的数字
助餐试点项目。目前已在6家
驿站启动试点，并计划8月覆
盖至西城区所有驿站。

据了解，该数字助餐试点
目前已为驿站老年人定制了包
含线上自行选餐送餐上门（外
卖）、选择盒饭配送到驿站（团
餐）以及驿站内就餐（到店）在
内的三种用餐模式。

“一开始尝试使用的老人
有十几位，表示愿意了解一下
的有20多人。可现在真正坚
持用的已经不足5人了。”工作
人员高振说。

和这一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复北养老驿站内每日红
火的打饭现场。11时开饭，9
时左右就来排队的不在少数。

“1号！”拿到工作人员发
的号码，李奇冲着高振脱口而
出：“小高，今天这肘子，我们老
两口吃上了。”

一顿中午饭，居然让老人
自愿提前两个小时排队、拿号，
此中的“魔力”究竟是什么？记
者看到，驿站内的点餐窗口，荤
素菜加起来足有 10种以上。
一旁还专门设置了熟食和主食
专柜。不到11时，一份份打包
好的馒头、花卷、包子已经“就
位”。李奇心心念念的肘子冒
着油光，散发出令人不可抗拒
的香味。

与此同时，鱼块、茄子、豆
芽、扁豆等十几样荤素菜也已备
齐。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开饭
了”，高举“1号”的老李站在最前
面，要了半份茄子、半份土豆、四
个肉包、一个大肘子。亲眼瞧着
工作人员帮助他打包装好后，老
李特意打开手机计算器，核算了
一遍价格，56元5角。

性价比暖了老人心

这样的场面每天都在发
生，从最初常来打饭的十几位
老人，到最多时的七八十位，
高振和同事们不得不通过每
天发号的形式保持老人点餐
时的秩序。

好吃、实惠、品种多、服务
贴心，说起复北养老驿站的伙
食，现场的老人们你一言我一
语给出关键词。高振说，复北
养老驿站主要覆盖复北、汽南
和三里河三个社区，像李奇这
样距离稍远的老人，主要奔的
是菜的性价比。

打开饭盒，李奇特意展示
了已经“冒尖”的土豆和茄子。
老李说，饭盒装满了米饭接近
四两，他和老伴儿一顿吃不完，
而半份土豆加半份茄子一共才
14元。李奇说，和线上点外卖
相比，线下驿站“眼见为实”的
体验在老年人群体中大大增加
了安全感。

记者注意到，复北养老驿
站老年餐分为单点和套餐两
种，单点单一菜品单价一般不

超过15元，可打半份。套餐分
为两荤两素和一荤两素，价格
分别为26元和22元。

“便宜！外卖随便点一两
个菜就几十元钱，加上五六元
配送费，还是觉得有点贵。”年
过花甲的齐燕老人说

“杨阿姨和程叔叔每次来，
都要拉着我说一会儿话。”复北
养老驿站工作人员唐丽丽说，
86岁的杨桂芬和丈夫程林是
驿站的常客，每天来打饭之前，
都会给她打一个电话。“丽丽，
今天都有什么菜，要是有带鱼
帮阿姨留一下，你程叔叔喜欢
吃。”别看话不多，几次帮忙让
老人和小唐的信任逐渐建立起
来。每天见面的话题也从伙食
延展到了家庭情况。前不久，
得知唐丽丽的孩子上学了，杨
桂芬特意送给她铅笔。

“借着打饭，能和大家见
见面，聊聊天，工作人员尊重
我，心里高兴，能缓解孤独
感。驿站就像我的另一个
家。”杨桂芬说。

“不贴心”让数字助餐难发力

送餐费、眼见为实、参与感、性价比
……看似错综复杂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

“不贴心”三个字。
“我算是智能手机玩得熟练的，第一

次用这个老年餐的端口也花了十几分钟，
更不要提那些80多岁、眼花、手不灵的老
人了。”李奇说，根据点餐操作手册，老人
需要先在智能手机上下载App，注册、登
录，在“我的”中找到“企业版”，然后点击
外卖、输入送餐地址、选择商户和相应菜
品、选择时间、支付、等待。

此外，此项试点的优惠政策主要针对
失能、半失能和高龄老人，因此首次登录
需由驿站工作人员先进行后台准入，将此
三类老人每月的高龄津贴、失能补助转化
到平台账户中，才能使用补贴和老年券中
的额度。

“对于三类以外的老人，只能把钱充
到账户里才能消费，和普通的用户相比，
企业版端口的红包、优惠券和打折额度都
要低一些。”高振说。

作为首批用户，李奇特意做了一次对
比。同样的商家，在普通界面和企业版中，

价格相差10多元，算下来普通界面便宜了
将近一半。“而且企业版里的商家数量比较
有限，在普通版里想吃哪家点哪家，一比
较，企业版没有什么优势。”李奇说。

既然“槽点”这么多，受众和养老驿站
从业者为何仍支持数字助餐试点呢？家
有九旬老母的齐燕道出了数字助餐刚需
所在。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高龄老人，
都可能成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一旦这
样，这个数字助餐的必要性就显出来了。”

另一方面，对于从业者来说，数字助
餐是对养老驿站老年餐的拓宽和补充。

“养老驿站目前最缺乏的是送餐人员，如
果App可以将每一单的送餐费控制在5
元及以下，考虑和对点驿站合作，把驿站
内的老年餐送到老人家中，一定会提升老
年人的满意度。”高振说。

此外，高振认为，养老驿站难以大量
开发回民餐、多样化流食等难点也是数字
助餐试点可以解决的。一旦加入的商家
到了一定级别，线上线下形成的合力将打
造老年餐的新局面。

“三化合一”破解智能养老困局

大话脉管 作为中国脉管病泰斗，无锡籍海派名医，奚九一教
授生前有个心愿，希望自己对脉管病的毕生经验，能够传给年
轻一代，造福故里。

惠山区 夏阿姨：静脉曲
张、小腿肿黑 10 多年，痛到
走不动路，有硬块，还出现溃
破，做过很多检查，挂水换药
一直不好，怎么办？

传承人解读：临床上，下
肢水肿 85%是小腿肿（胫
肿），这和下肢静脉功能不全
有极大关系，由于静脉高压，
血液返流，局部因反复的缺

氧、炎症性损害，皮肤会发
黑、溃破，静脉团内还出现静
脉石的硬结。

易可周围血管病（脉管
病）高级专家会诊中心提醒，
要解决“胫肿”难题，关键要
修复下肢静脉功能，清除血
液中的炎性反应，奚氏清法

“用腿吃药”可解决此类疑难
杂症。

静脉曲张拖10多年，腿肿黑溃破
是“胫肿”难题没解决

特邀：奚氏清
法第三代传人、梁
溪区优秀医师、无
锡易可中医医院奚
氏脉管中心主任朱
成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