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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标准化是维
护服务对象权益、提升管理
水平与服务质量的重要手
段。近日，山东省发布《社
区老年人食堂建设与服务
要求》山东省地方标准，对
社区老年人食堂建设与服
务的总体要求，以及场所建
设、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
备与管理、现场制餐、集中
配送、集中就餐、餐后处置、
安全与应急管理、监督与评
价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标
志着全省社区老年人食堂
建 设 与 服 务 有 了“ 硬 杠
杠”。山东省也是首个发布
老年食堂建设服务标准的
省份。

山东是全国老年人口
第一大省。在老年人最需
要的为老服务中，解决“吃
饭难”排在首位。近年来，
山东省以加强社区老年人
食堂建设为抓手，加强政策
引导，统筹多方资源，丰富
运营模式，探索建立起财政
补助、集体资助、社会捐助、
子女资助、志愿互助相结合
支撑体系，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老年人的就餐难题。截
至目前，全省共建有老年食
堂10095处，日服务老年人
达35万人次。

《社区老年人食堂建设
与服务要求》明确综合考虑
社区规模和老年人结构、数
量等，设置适当规模的社区
老年人食堂（以下简称食
堂）。食堂应突出公益属
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种
服务模式：现场制餐模式，
即同时具备食品处理区和
就餐区，为老年人提供制

餐、分餐、就餐、送餐服务；
集中配送模式，即仅有就餐
区，依托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提供配餐，为老年人提供分
餐、就餐、送餐服务。食堂
经营主体或配餐单位应符
合食品安全监管要求，接受
食品经营监管部门的日常
监管。

围绕社区、老年人等特
点，《社区老年人食堂建设
与服务要求》提出，食堂应
尽量选在一层或者低层，要
结合老年人在就餐区活动
的适老化需求，配置无障碍
设施、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等。制餐时应考虑老年人
饮食特点，烹调方式以蒸、
炖、烩、炒为主，不宜提供过
硬、大块、过脆、骨/刺多的食
物。依据山东省正在进行

“15分钟社区便民生活圈”
建设要求，送餐服务半径所
用的运输时间不宜超过30
分钟。

“目前，我省采取多种
举措支持社区老年人食堂
建设和运营，济南、淄博、威
海等市统筹考虑助老食堂
的服务人次、运营质量等因
素，对每处助老食堂给予1
万至10万元的差异化运营
补贴，济南、日照、聊城等市
区分老年人的年龄、经济状
况等因素，对每名老年人每
餐给予1至5元补助等。”山
东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
长宋坤说，随着社区老年人
食堂建设与服务省级地方
标准的编制发布，将推动更
多社区老年人食堂提质升
级，让社区老年人吃得营养
又放心。 （大众日报）

事实上，对于老年居
民来说，在线下提供餐食
以供堂吃，这只是社区食
堂日常工作范围内的一部
分。随着为老便民服务的
不断优化和升级，“送餐上
门”渐渐成为老年居民乐
于选择的就餐方式：足不
出户，也无需家属跑一趟，
热腾腾的饭菜便能按时出
现在家门口。当前，这项
服务已几乎能够惠及申城
每一个小区内的 60岁以
上居民。

既然如此，马先生的
父亲为何没有使用这项送
餐服务呢？“其实，要申请
送餐是可以的，只是目前
送餐还只有午餐，需要去
居委会登记一下，对口小
区的食堂便可以在约定的

日期，将餐食送上门。”马
先生告诉记者，尽管距离
平江盛世家园不远，但这
家交西片区社区食堂并不
对接小区的送餐服务，而
对口提供送餐的社区食堂
又偏偏餐食口味不佳，“父
亲吃不习惯，无奈只能放
弃送餐，选择外出解决用
餐问题。”

“我们区内的送餐服
务是由街道来统筹的。”针
对送餐服务，记者也咨询了
一名街道工作人员。据她
介绍，社区食堂送餐通常都
是采用划分片区的方式，

“有些街道拥有中央厨房，
那就由中央厨房统一承担
餐食配送工作；拥有多家社
区食堂，或是老年居民人数
较多的街道，就按照划分好

的片区配送。”她强调，这个
对接片区及社区食堂的过
程，也并非依据距离来决
定，而且要在街道范围内跨
片区选择送餐食堂，目前还
是难以做到。

在上海，为老助餐已
经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
府公益服务。然而，随着
该项服务日益普及，使用
人数不断上升，社区食堂
的服务细节仍然需要不断
充实。例如，送餐服务如
何给予老年居民更多、更
好的选择；再如，面对老年
居民多样化的特殊需求，
如何通过完善相应管理措
施加以落实等等，这无一
不需要相关职能部门进一
步思考及探索。

（上观新闻）

老人腿脚不便，家人持卡却不能打包？
社区食堂能否更加人性化

“这就是我父亲的敬老
卡，为什么不允许持卡打包餐
食？”站在位于上海市普陀区
宜川路街道的交西片区社区
食堂门口，马先生（化名）颇有
些摸不着头脑：午饭没能买回
去，父亲的吃饭问题还得另想
办法。

作为“为老助餐”的重要
阵地，多年来，社区食堂持续
服务于老年居民的就餐需
求。尤其是近期天气炎热，更
有雨水频频造访，社区食堂连
同老年居民的“吃饭问题”更
是引发了不少市民的关注。

马先生和父亲居住在
位于普陀区交通西路188
弄的平江盛世家园小区，
距离宜川路街道交西片区
社区食堂近1公里。老人
已80余岁高龄，腿脚不便，
夏季天气又异常炎热，今
年7月中旬，马先生便拿着
父亲的敬老卡，想至食堂
为父亲打包一份餐食居家
食用。然而，令马先生没
有想到的是，这样的操作
竟遭到了食堂工作人员的
断然拒绝：“他们告知我，
必须由老人亲自持卡至食
堂就餐，不允许由家属打
包回家。”

老人持卡就餐，与家
属持卡打包，这本质上都
能将就餐行为与就餐人的
身份对应上，为何后者却
遭到阻止呢？对此，马先
生十分不解。而夏日漫
长，父亲的用餐问题又迫
在眉睫，他只得拨打12345

上海市民服务热线反映相
关情况。在近日的回访电
话中，马先生告诉记者，经
由社区及街道工作人员协
调，在提供父亲的身份证
等材料后，目前“特事”已
经特办，“能够切实体谅我
们的难处，还是很人性化
的。”马先生表示。

不过，尽管一位老人
的问题解决了，但这样的

“人性化”举措似乎并未能
广泛应用。

“我们是不允许家属
持卡来打饭或者就餐的。”
日前，记者也来到交西片
区社区食堂实地询问了情
况。社区食堂工作人员明
确告知，目前只允许老年
人持敬老卡线下就餐，“使
用敬老卡，每份餐食可以
减免5元，一份饭吃下来，
基本就在10余元钱。如果
允许他人持卡打饭，我们
很难排除一张卡多人用的

情况，这样一来，食堂的正
常经营也会受到影响。”对
于不允许持卡打包的规
定，该名工作人员这样解
释道，这也就是说，该家食
堂目前只是为马先生的特
殊情况“开了一个口子”。

对于社区食堂这样的
规定，大部分前来就餐的
居民表示理解，但在理解
之余，不少老年居民仍希
望能有两全的办法。几乎
每天都会前往食堂就餐的
于老伯就提议，可以在细
化、完善管理措施的基础
上，开放家属打包等就餐
选择，“我们年纪大了，天
气一热，要走过来确实不
方便，有时候孩子来帮个
忙，或者正好路过食堂，把
饭打回来吃是最理想的。”
于老伯认为，可以在敬老
卡之外，要求家属加持身
份证，或是在打饭时进行
实名登记等。

“特事”是否可以特办

好服务还须充实细节

山东社区老年人食堂
有了地方标准

多知道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