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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左右就能吃饱、年纪越大折扣越多；饭菜有荤有素还有免费汤，每天不重样儿；有特色砂锅油
饼、朝鲜风味小厨，也有清真食品；地处小区出入口或繁华路段……6月7日，哈市道里区助老餐厅正式
揭牌启动，截至目前已整合助老餐厅57个，其中投入运营31个。

哈尔滨市政府近日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市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220万人。社区食
堂在“老龄化”“高龄化”与“空巢化”叠加的养老困境中应运而生，解决了老人居家养老吃饭难的问题。
不仅省心省力省钱，更让老年人享受到“舌尖上”健康的幸福晚年。

那么，哈尔滨社区食堂目前都有哪些运行模式？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才能走得更远？连日来，记
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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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老龄居民食有所依，哈尔滨探索多样化助老餐厅模
式，是否可持续、普惠区域能否扩大成关注焦点

6月26日，星期六。11时许，午餐时间开
启，老人们成群结伴走进华兴街72-2号的道
里区乐龄助老餐厅。

餐厅位于河柏小区出入口，紧邻河柏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对面即是松柏生态园和一
处公交首末站。良好的区位优势，让餐厅经
营锦上添花。

两米多高的孔子像、随处可见的绿植，
让这家助老餐厅透露着优雅别致。餐厅明
厨明灶，就餐区还配置了消毒柜、饮水机。
锅包肉、蒜薹炒肉、莲藕木耳炒西芹、木须柿
子……菜品近20种，营养搭配合理。

“用敬老助餐卡可以打折，不够吃可以再
续。”餐厅服务人员告诉记者，“特惠套餐两菜
一主食 10元钱一份、三个素菜 12元、两荤一
素13元。这仨套餐比较受欢迎。”

“一个人在家经常为吃啥发愁，在这儿吃
便宜还方便，家里做不出来这个味儿。”72岁

的徐大娘满意地说。
81岁的李静远老人点了份特惠套餐，有

木须柿子、香菇炒油菜，两个花卷、一碗汤。
“这家餐厅开好几年了，现在越办越好。”

记者花16元打了一份两荤一素饭菜，味
道相当不错。

郑洪雷是哈尔滨市乐龄为老服务中心总
经理，也是该助老餐厅的实际负责人。他告
诉记者，该餐厅是2019年由政府搭建平台成
立，提供养老助餐服务，就餐会员最多时达
1600余个。今年 6月，餐厅成为道里区首批
社区助老餐厅，为公建民营运行方式，每个季
度还会按照助餐的人次数获得运营补贴。餐
厅是民水民电，减轻了运营压力。

“食材都是由哈尔滨市内知名生鲜商供
应，质量上有保障。”他说，目前该公司在道里
区还有三个在建的助老餐厅，也是公建民营
模式，由政府提供社区公共用房。

民办公助是道里区助老餐厅的另一种
模式。政府邀请辖区内具有良好经营基础，
设备证照齐全的餐厅挂牌成为助老餐厅，并
为他们提供运营补贴，而餐厅则在原有的经
营范围内，为老年人提供物美价廉、营养卫
生的多样化套餐。

6月 24日中午，红专街 131号的红专快
餐迎来了第一波小高峰。“助餐卡办好了。”74
岁的赵大爷闷在口罩里的声音透出喜悦，向
老板挥动展示他独立生活的新成就。

“我家也有老人，我奶奶都九十多了。”
老板李忠一眯着眼笑，“响应政府号召，不同
的年龄段补贴不同，老年人持社区的助餐卡
就能享受到优惠，我这也算回馈社会了。”

“丸子好吃，我自己做的。米饭可以再
添，您还可以多选几个素菜尝尝，全吃完就
行。”他向第一次来就餐的老大娘解释自己
的“政策升级版”。

“我们这儿空巢老人挺多，有一个老顾
客天天来，还买了个餐盘放我这儿专用。”李
忠一说他特别喜欢看到老人们吃饱吃好，和
他说“下回还来”，既是一种约定也成就了自
己的责任感。

老人在餐厅就餐，不小心摔伤，责任如
何界定？“店里有民政部门给安装的摄像头，
政府还给餐厅上了公众场所意外险，让我们
没有后顾之忧。”通江街老街坊砂锅居店主
于守杰的一席话，打消了记者的疑问。

与新建的公建民营助老餐厅相比，民办
公助助老餐厅除了没有建设补贴，其他政策
基本一致，经营内容更多以餐厅为主。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的几种运营模式，各方最叫好叫座
的是道里区社区助老餐厅模式，不仅辖区百姓幸福指数大大
提升，其他城区居民也翘首企盼。对此，道里区民政局副局
长邴卓向记者介绍了目前运营情况和下一步助老餐厅规划。

“随着敬老助餐卡系统的开通，近期我们发动了社区网
格员入户宣传助老餐厅政策。一个多星期以来，平均每天的
办卡量达到五六百张左右，百姓需求量非常大。”邴卓说，目
前已正式运营的31个助餐点运行良好。

“公建民营和民办公助这两种模式相辅相成，互为补
充。并且使用敬老助餐卡的居民，可以到道里区任意助餐点
消费。”她说，公建民营的助老餐厅，服务对象针对老年人，口
味设置上更偏重于老人的喜好。针对糖尿病人或其他对进
食有特殊要求的群体，未来有望实现特色订制服务。

记者了解到，餐饮企业申请加入社区老年助餐点，要经
过严格的审核。“餐饮企业除了要具备《营业执照》《食品经营
许可证》等营业手续外，消防、卫生条件必须达
标。为力争做到食品多样化，以综合餐厅为
主、辅之以特色。”

为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未来道
里区将结合社区助老餐厅的实际运营效
果、企业参与程度、居民满意度等，计划在
辖区内 156个社区，各打造一个助老餐厅，
并携手市场监管部门到各助餐点进行指导，
让商家更规范经营。

扫一扫看视频
《一个助老餐厅老板的日常》

拍摄/制作：吕佳蒙

调查 融媒延伸

扫一扫看视频
《走进道里区乐龄助老餐厅》

拍摄/制作：丁燕

看看补贴力度有多大

挂牌助老不仅是挂个牌

昙花一现有点遗憾

“我们小区食堂可好吃了，价格也不贵。最
近想去吃午餐，到了才知道食堂已经关了。”6月
23日，家住群力玫瑰湾东区的徐艳双有些惋惜
地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徐艳双所说的业主
食堂是几年前的小区物业食堂对外开放，凭借
良好口碑，用餐的业主越来越多。

“食堂不以盈利为目的，价格优惠，在安全、
卫生上有保障，为此吸引了大量的老年业主粉
丝。”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孙吉宏告诉记
者，“玫瑰湾业主食堂因新冠疫情关闭，何时重
新开张还不确定。”

随着新冠疫情的好转，今年 3月双城区政
府食堂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于解决周边老
人就餐难的问题。早餐10元，四菜一汤；午餐12

元，六菜一汤，两荤四素。公职人员和市民一个
价，管饱。”当时各大媒体竞相报道，食客盈门场
景见诸报端。但记者联系双城区政府食堂的王
经理后得知，近日来就餐的居民没以前多了。

这是为啥呢？据附近居民介绍，夏季地产
菜上市了，肉价也便宜，“小园儿里的菜都吃不
完，一算还是在家吃划算。”

此外，哈尔滨市区部分主打“地产+养老”
模式的新建楼盘，不仅开办业主食堂，还提供
定制服务和送餐服务，受到不少新老业主的喜
爱。

但也有市民担心：“开发商不能房子卖完
了，食堂就不开了吧？”市民宋先生表示，自己近
年来一直关注养老房产的项目，他建议制定相
关规定，保障业主食堂福利不间断。

怎么算运营补贴？
社区老年人助餐点运营3个

月以上，按60周岁以上老年人就
餐 人 数 ，每 季 度 达 到 1800 至
4500人次（不含4500人次）的，

给予8000元补贴；

达到 4500 至 9000 人次（不
含9000人次）的，

给予10000元补贴；

达到9000人次以上的，

给予12000元补贴。

怎么给送餐补贴？
社区老年人助餐点为辖区

内符合送餐补贴范围的老年人
提供送餐服务，每次给予

2元钱送餐补贴。

冰城探索多样化助餐模式

记 者
连日来对哈尔

滨多所社区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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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3单位食堂开放

31个助老餐厅仅是起点
道里区大动作正在计划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其实早在 2013年前后，哈
尔滨市区内陆续开了多家社区食堂、业主食堂，但由
于定位不精准、内部管理不善、资金周转困难、食品口
味不适合老年人、外卖兴起等多重原因，再加上受疫
情的影响，维持经营下来的寥寥无几。

未来如何实现社区食堂的可持续发展呢？采访
中各界人士出了不少好点子：

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负责人卞
文忠教授：让低龄老年人或家属参与到助老服务中，
形成一种自助互助机制。另外，要让低收入群体老人
受惠于这一政策，需要得到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才
能把为老服务推向长远。

哈尔滨市养老协会会长桑如庄：把老人的“食”事
办好，需要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政策和财力的支持，实
现助餐多种模式百花齐放。助老餐厅未来市场化运
营，运营单位规模化、连锁化是大势所趋。解决了助
老餐厅“有没有”的问题后，下一步重点就是“好不好”
的问题。助餐企业要逐步完善细节管理、提升服务品
质和就餐体验、在餐品口味上下足功夫。还可以成立
助老餐厅学院，培养专业服务人才，服务人员最好掌
握一定的急救知识。

黑龙江摩根律师事务所主任孟梦：职能部门、餐
饮企业、街道办和居民志愿者应联手打造一支监督队
伍，不定期检查社区食堂餐品安全、卫生、质量，对群
众满意度进行调查，倒逼运营单位不断提高服务品
质。另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社区食堂服务标准
体系》，从人员配置、原料采购、加工过程、产品质量、
就餐环境和监督检查等方面，建立起更为精细化、规
范化的指标体系。

咋把“食”事办好？
各界点子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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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食堂
如何成为老人幸福驿站幸福驿站？？

□见习调查记者 吕佳蒙
追寻理想，拷问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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