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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伟群

“还需要什么外卖”“杭漂的避难所”⋯⋯最近，在抖音、小红书等

社交平台上，许多年轻人发现老年食堂“风景独好”，纷纷分享“蹭饭”

感受，甚至有人搞起了探店、盘点。

连日来，记者走访杭州、宁波、湖州、金华、舟山、丽水等地的老年食

堂发现，让年轻人“种草”的背后，是浙江老年食堂20年来的持续求变，

就餐环境、服务功能、卫生安全等方面，都在刷新着人们的固有印象。

因为年轻客流的到来，过去老年食堂普遍经营不佳的情况，正在

发生改变。老年助餐服务已今非昔比，从一餐热饭到幸福舌尖，浙江

老人正在经历暖胃到暖心的改变。

为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的食堂，年轻人的涌入，是否会挤占老年

人应该享有的资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老年人并不在意这个问

题。不少人认为，没必要纠结谁影响了谁，而是要看到，

老年食堂是一项民生工程，需要叫好又叫座，才能

持续发挥惠民利民之效。既然已成功引起

更多消费群体关注，何不趁此机会进一步做

好升级，把关注变为可持续发展的能量，真

正长久地留住老人的“食”惠。

从一餐热饭
到幸福舌尖

本报讯（见习记者 赵培希）面向全省小学生的“讲

家风故事 行重阳孝礼”征稿大赛自 10 月 10 日上线至

今，佳作不断涌现，热度持续“升温”。截至 10 月 26 日

12时，已有694篇稿件亮相，收获点赞留言逾10万。

一则则生动鲜活的小故事背后，蕴藏着厚积薄发

的家风“大魅力”。孩子们用质朴感人的言语和纯粹真

挚的情感，表达出对家庭教育、家风传承的理解和实

践，传递了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当代好家风是什么？人们崇尚什么样的精神？在

热度前十名的投稿中，有不少点赞数和转发量均过千

的作品，我们据此梳理出一份“浙江家风图景”。

引发人们普遍情感共鸣的家风关键词，当属“节

约”“勤劳”和“创新”。

不妨来看高居最热榜单之首的作品，出自金华义

乌市黎明湖小学 404 班方优齐，这篇《弘扬好家风 薪火

代代传》获得 2033 人点赞、1014 次转发。文章讲述，重

阳节前夕，方优齐与家人展开了一场“家风圆桌会”，一

家三代共同追忆砥砺岁月：92 岁的外太婆成长于战争

年代，勤俭节约是她一以贯之的行为理念；外婆历经上

世纪 80 年代改革大潮，勤劳付出是她事业成功的基石；

母亲生于信息化社会，创新求变助她在工作中始终拥

有竞争力。

杭州市绿城育华学校小学部 606 班的裘天昱，笔触

十分动人：“我们家以孝义为本，爷爷开牙科诊所，小孩

拔牙免费；爸爸每年都带大学生哥哥姐姐去支教⋯⋯

写到这里，我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透过孩子真挚

的文字，我们捕捉到几代人的生存印记，感动于一个个

家族的奋进，一张饱含浙江特色的精神图谱就此徐徐

展开。

家风的“家”，既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

温州市瓦市小学曹倍源同学写的《“金”“兰”之变》获得

1015 人点赞。在他笔下，太奶奶“ 坚定信念、敢于担

当、英勇无畏、保家卫国”的木兰精神跃然纸上。“读了

这篇文章，我无比自豪，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少年强

则国强。”一位匿名读者的留言道出众人心声。当“好

家风”汇聚成为“好国风”，这份感动、感触和感怀，将在

人们心里久久回响，并引导大家行在日常、举在细微。

本次活动由省关工委和浙江老年报联合主办、浙

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独家协办。越来越多优秀作品

正在逐渐“出圈”，每一则故事都是一个时代的缩

影。家风家训，不仅是每个家庭个性的“最小公倍

数”，也是社会共性的“最大公约数”，它跨越时光、

血脉相承，连接着家庭里的每一个

人，同时又通向社会、通向国家，唤起千

万人共情。

征稿大赛持续进行中，欢迎全省小

学生踊跃投稿，用笔记录家风好故事，书

写时代新孝义。

这些作品缘何点赞转发过千

最动人家风 最温暖孝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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