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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餐再平常不过的
事，对不少老人尤其是高龄、独
居、失能老人来说，却并不容
易。老年助餐服务既是老年人

关心的“关键小事”，也是关乎
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截
至目前，青岛共有老年助餐机
构 1394 处，服务老年人 1600

万人次。其中，一些助老食堂
收获颇高的人气与口碑。

这些灶火与人气两相旺
的助老食堂有哪些成功秘

诀？即日起，本报推出《家门
口的幸福“食”光》专栏，记者
走进部分备受赞誉的助老食
堂，去探寻美味背后的秘密。

养老院缘何成“安心窝”

说起苏建中入住养老院的初
衷，还要从十几年前说起。“那时，我
姨父住在养老院，有一次我去看他
时，他突发脑梗，幸亏院里医生及时
救助，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当
时就说等我们老了也去养老院。”

苏建中告诉记者，老伴去世
后，一个人的她便开始了在多个养
老院之间的辗转生活。在不同的
环境里，她体验着各异的养老氛
围，也结识了形形色色的朋友，这
些经历让她对养老有了更深的感
悟与体会，也促使她不断去追寻更
适合自己的养老模式。

今年 6 月份，苏建中住进盛欣
老年公寓，尽管时间不长，却满是
温馨回忆。“这次我就是冲着王萍
院长来的。”苏建中笑着说。在这
里，王院长就像大家的贴心家人，
一有时间就陪着老人们唱歌、打扑
克，对老人的照顾无微不至。在院
长的带动下，老人们的生活乐趣多
多，每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

“时间根本不够用，都没空生病
啦！”苏建中打趣道。

织毛衣织出“乐活范”

苏建中年轻时从事会计工作，
业余爱好便是织毛衣。自从住进养
老院，她的这一特长更是有了用武
之地。“在这里，生活有人照顾，一日
三餐再也不用自己忙乎，我可以自
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苏建中说，
她每天的生活除了参加院里各种活
动外，就是看书、织毛衣。“织毛衣让
我觉得自己还有用，穿着自己织的
毛衣，特别有成就感。”

说话间，苏建中将自己的作品
一件件向记者介绍。记者看到，老

人织出的毛衣不仅款式多样，而且
针法细腻。也正是因此，在院长的
提议下，院里为苏建中举办了一场
毛衣展示秀。“我希望通过这个展示
秀，能给其他老人一些启发，让大家
都动起来，找到自己的乐趣。”苏建
中老人说，她还打算分享自己织毛
衣的技巧和心得，鼓励更多老人参
与到手工活动中来，丰富晚年生活。

不扰子女的“养老智慧经”

苏建中老人育有三个女儿，最
大的68岁，最小的也56岁，在她看
来，孩子们也都已步入老年。“孩子
们现在也老了，也是老人了，他们
也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负担，他们
也需要养老，如果再让他们来伺
候，就等于老人伺候老人，不合
适。”苏建中深知子女的不易。她
自己有退休金，经济上能够独立支
撑养老生活。“现在国家政策好，有
条件了，就该拿着退休金来享受养
老院的生活。”苏建中感慨道。

苏建中说，两代人的生活观念
和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不管什么
年纪，都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自
己需要一个空间，孩子们也需要一
个空间。“如果在家里，孩子们会时
时刻刻惦记着家里这个老人，而在
养老院，大家互相交流、玩耍，还有
专业的护理人员照顾，比在家请保
姆更让人放心。”

苏建中对自己的选择十分满
意。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让更
多老人及其家属认识到养老院养
老的优势，转变传统观念，不再将
养老的重担全压在子女身上。她
说，她很享受现在悠闲自在的生
活，子女们也无需时刻牵挂，真正
实现了老人与子女的“双赢”。

记者 许瑶

“一年前的 2024 年
1月9日，我踏入了太保
家园的大门。从那一刻
起，我的生活开启了全
新的人生旅程。”83岁的
入住老人王阿姨深情地
说道。12月15日，太保
家园青岛国际康养社区
迎来了一周年“生日”。
当日，入住老人、家属与
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共
同回顾过去一年的温馨
点滴，满怀着憧憬展望
美好的未来。

整台晚会以时间为
轴线，分为春夏秋冬四
个篇章，巧妙地回顾了
一年来太保家园和老人
们携手走过的路。春
天，是生机与希望的象
征，老人们踏青漫步，感
受大自然的气息；夏天，
伴着海风与阳光，老人
们去海边挖蛤蜊，在交
流互动中结下深厚情
谊；秋天，收获的季节
里，老人们走进录音棚，
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与欢
乐；冬天，尽管寒风凛
冽，但品味季系列活动
让老人们在温馨中度过

寒冬岁月。
一年的跨度，是365

个日夜的陪伴。太保家
园始终秉持“健康快乐
长寿”的理念，从健康管
理、生活照料到精神文
化等各方面给予老人全
方位的保障和守护。专
业的医护团队24小时待
命，为老人们的健康保
驾护航；个性化的餐饮
服务，满足不同老人的
饮食需求；丰富多彩的
文娱活动，让老人们的
精神世界充实而快乐。

庆典现场气氛热烈
而温馨。老人们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或
专注地欣赏节目，或与身
边的伙伴轻声交谈，分享
着在太保家园的美好回
忆。当精彩的节目一一

上演，台下不时响起阵阵
掌声和欢笑声。“在这里，
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太
保家园让我的晚年生活
充满了阳光。”一位老人
激动地说。

太保家园青岛国际
康养社区副总经理苏晗
在致辞中表示，过去一年
的成绩离不开每一位长
辈的信任与支持，离不
开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
付出。未来，太保家园
将继续努力，不断提升
服务品质，为长辈们打
造更加温馨、舒适、美好
的家园，让“健康快乐长
寿”的理念在这里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

香港西路47号
电话：（0532）86682288

八旬老人养老院里上演毛衣展示秀

养老院里焕新光 不累儿孙自安康
近日，在青岛盛欣老年公寓的

活动室内，一场毛衣展示秀吸引众
人目光。88岁的苏建中带着她亲手
织就的40余件毛衣华丽登场，这些
毛衣或款式典雅或针法精巧……
当其他老人身着这些毛衣，迈着自
信的步伐展示风采时，欢声笑语回
荡在公寓之中。而在这场秀的背
后，不仅是养老院丰富生活的生动
缩影，更隐藏着一段关于老人如何
在晚年选择养老方式，于集体生活
中重焕活力的温馨养老故事。

开一家火一家，最高日均千人就餐

惠老便民的助老食堂，何以长久飘香？
12月11日中午11时许，不少老人从四面八方走进

位于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97号的金家岭街道山东头
管区助老食堂，排队、取餐、找桌、落座，和老伴或者老友

们边吃边聊。这家助老食堂开业不到一个月，便以物美价廉、周到
服务赢得周边居民的好口碑，每日接待200多人次就餐。

苏建中苏建中（（右一右一））和伙伴们一起展示和伙伴们一起展示
自己手织的毛衣自己手织的毛衣。。

养老故事

本报讯 12月5日，
青岛市市南区老龄工作
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sh
市南区副区长、区老龄
委主任冯洪珍出席会议
并讲话。

此次老龄委全体会
议，是本轮机构改革后
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冯
洪珍在讲话中强调，各
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
作重要指示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
不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要深刻
认识全区老龄工作面临
的新形势新任务，切实
增强做好新时代老龄工
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要
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强

化工作协同，汇聚推动
市南区老龄事业发展的
合力，努力构建“政府有
为、市场有效、社会有
情、家庭有爱”的老龄工
作高质量发展格局。

市南区是青岛市老
龄化程度较重的城区，
60岁以上老年人17.1万
人，占全区户籍总人口
数（48.9 万）的 35%。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老龄
工作，在组织领导、资金
投入、场所支持等方面
持续发力，全区老龄事
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全区养老机
构 23 家，建设 11 处街道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50
处老年助餐机构，对孤
寡、独居、重残等特殊困

难老年人开展分类分级
关爱服务，签约上门服
务 4000 余人，签约就餐
老人 1.5 万余人。每年
为 2.8 万余名老人发放
高龄补贴，为410名孤寡
老 人 安 装 智 能 呼 叫 设
备，完成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434部，建设适老化
口袋公园41处。

下一步，市南区将
按照国家、省、市老龄工
作的部署，紧密结合市
南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不 断 完 善 老 龄 工 作 体
系，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体
系、多层次老年社会保障
体、老年健康支撑体系
建设，不断提升老年友
好型社会发展质量。

（本报记者）

市南区：构建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温暖相伴，情满四季
太保家园青岛国际康养社区周年庆典温馨举行

民政动态民政动态

太保家园·幸福晚年

走进山东头管区助
老食堂，就像走进一家
品牌餐厅：木色餐桌，绿
色餐椅、卡座整齐排列，
玻璃窗口前，大家排队
选菜，最后到前台结账，

“这正是我们想打
造的氛围，不会老气沉
沉，舒适、轻松，让老人
乐意走进来。”负责食堂
运营的青岛唯老汇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胡
园园介绍，山东头管区
助老食堂是 11 月 22 日
正式开业运营的，这也
是唯老汇在金家岭街道
开设的第四家中心级助
老食堂，“我们是以中心
厨房为中心，辐射周围
的社区服务站，加上居
家配送入户，形成三级
网格化的助餐模式。”

自从有了食堂，68
岁的辛叔叔几乎是天天
来。过去，老人吃饭比
较凑合，“也就一两个菜

吧，比较单一，还要自己
忙 乎 ，现 在 就 方 便 多
了。”当天中午，辛叔叔
选择了一荤两素的 12
元套餐，红烧肉、土豆芸
豆肉片、韭菜炒黄豆芽，
在享受了区市两级 6 元
的优惠后，实际只支付
了 6 元钱。“有菜有肉，
荤素搭配合理，真是好
吃不贵。”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不到 11 点半，食堂内就
已坐满了人，也有不少
老人自带饭盒，准备打
回去吃。“我们这里菜品
多样，每天早、中供应，
午餐供应近30道菜。”胡
园园说，山东头管区开
业不到一个月，已积攒
了不少忠实“粉丝”，“每
天 200 多人次的数量也
是我们所有运营食堂中
人数最少的，最早开业
的金岭新村食堂，人均
就餐老年人能达到 700

人，再加上附近工作、居
住的年轻人，最多时每
天能有千人就餐。”

为老年人服务，食
品安全最重要。据胡园
园介绍，所有食堂都是
从源头上把控食材，统
一采购，保障品质。在
她看来，老人餐一定要
适合老人，菜色一般以
清淡为主，少盐少油。

“我们在招聘厨师时，都
会进行培训，但即使培
训，也难免在实际操作
中不能完全领悟意思，
所以只要开新店，我一
定会在现场盯着，保证
每一个环节都不会出现
问题。”胡园园说，做餐
饮并非一件易事，既然
要面向市场，在产品研
发、推广、客群维护上都
要参与市场竞争，“每个
店都有售后，可以随时
随地解决在运营过程中
出现的所有问题。”

环境菜品双优，打造就餐新乐园

把食堂开进社区，距离近、价
格实惠，确实让不少老人“尝”到实
惠。不过，想把这件好事持久地做
下去，让助老食堂持久飘香，确实
也面临着不小的经营压力。“我们
现在有的盈利，有的亏损，因为我
们是连锁化运营，相互补贴算是个
微利吧。”胡园园坦言。

那么，助老食堂如何做到持久
飘香？胡园园表示，一直以来，街
道探索建立街道、社区、运营组织
共同推进的服务机制，打造长者助
餐 15 分钟服务圈，街道利用党群
建设契机，将助餐服务与社区服务
有机结合，方便老人就近就餐与参
与活动；社区书记带领工作人员深
入学习养老政策，并通过社区群广
泛传播……

“有了政府的支持，如何经营
的主动权其实在企业手里”，胡园
园说，做好老年助餐服务，关键要
在“助”字上下功夫。老年人需要
什么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一方
面，要摸清老年人真实的助餐需
求、就餐方式和价格承受能力。另
一方面，也要关注那些真正有需求
的刚需型老人。“崂山区户籍65周
岁及以上 2-4 级失能老年人签约

家庭养老床位后，在享受普惠性助
餐补贴基础上，可叠加享受5折助
餐费用减免，也就是说 12 元的套
餐只需个人支付1元，很多老人现
在都不知道这个政策，这也是我们
下一步推广的重点。”

胡园园表示，运营助老食堂，
一定不要操之过急，要扎实，经营
上一定不要死板，可以提供更多的
精细化服务，比如在保证基本套餐
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一部分老年人
的较高需求，增加小炒的品种；再
如保证一部分年轻人的需求，推出
1-2个辣一点的菜……“只要满足
了不同人次的需求，经营人数就没
有局限。”

“从麦岛助老大食堂到山东头
养老服务站，感觉就六个字：放心、
可口、实惠”“自从建起了助老大食
堂，我们的生活变了样”……前几
天，胡园园将这些留言截图发到了
自己的朋友圈里。“菜品是核心，服
务是本质，信任是基础，这些达到
了，老人满意了，最后创造出来的
就是口碑。你只要有口碑，老人和
老人之间就会口口相传，我们也希
望让更多老年人知晓这些好政策、
好服务。”胡园园说。记者 许瑶

多方协作，口碑铸就长飘香

12月13日上午不到
11点，位于海口路上的麦
岛家园助老食堂已经有
外卖小哥前来取餐。食
堂工作人员提前按照老
人的预订信息，对餐品进
行分装，小哥和食堂工作
人员仔细核对餐品的数
量和地址，保温袋里的餐
盒被码得整整齐齐。

准时送达的餐品和
规范的服务让订餐的老
人倍感方便、安心。“小哥
送来餐品让我们觉得很
方便，我和老伴年纪大
了，出行是件头疼的事
情，有他们在我们省了不
少麻烦。而且菜品的质
量不错，种类也很丰富，
非常好。”83岁的高阿姨
高兴地说。

除了“门庭若市”，助
老食堂的触角也在向配
餐领域逐步延伸，让不能
出门、无法下楼的失能失
智老年人享受到政策红
利。去年底，青岛在“云
闪付”App 上开发了“代
订餐”亲情服务，老年人
亲属可在线上为老年人
订餐，并享受市、区（市）
两级助餐和送餐补贴。
然而，如何送，谁来送又
成了困扰养老助餐点的
现实问题。

“老年人的需求很旺
盛，但是需求比较分散，
如果雇专人去送，成本比
较高，而且不好统筹管
理。”胡园园介绍。为此，
食堂通过线上外卖平台，
老人只需在小程序上下

单，附近骑手都可以接单
送单。“外卖员比较多，接
单也比较及时，配送时间
也能保证，目前老人满意
度是比较高的。”

据了解，今年以来，
通过外卖平台，唯老汇所
属的金家岭街道助老食
堂已为居家老人送餐超
过5000份，“除去政府给
予的送餐补贴外，剩余的
部分由我们来支付，虽然
费用高一些，但这件事是
能够推行下去的。”胡园
园说，要想让配餐成本降
下来，配餐量提升是关
键。“如果后期这个小区
需要送餐人数多了，我们
就可以去安排专门一个
工作人员去配送，这个成
本就下来了。”

外卖赋能配送，突破送餐“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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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头管区助老食堂深受老人欢迎山东头管区助老食堂深受老人欢迎。。

家门口的幸福家门口的幸福““食食””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