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山越海 精准“滴灌”

一餐热饭送到老人眼前

海岛送餐
幸福送达最后一米

1 月 23 日 10 时半，舟山海岛上寒风凛冽，普陀区

沈家门街道幸福食堂新街店却暖意十足。这一边，

餐厅里的工作人员忙着为堂食老人服务；另一边，几

路送餐队伍已经出发。几分钟后，住在新街社区的

陈位将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个餐盒已经放在凳

子上，里面是红烧鱼和卷心菜茶干，还有一份黄豆骨

头汤。

86 岁的陈位将是幸福食堂的老主顾，腿脚还利

索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去食堂吃饭。不久前，陈位将

动了腰间椎盘手术，走路不那么方便，幸福食堂的送

餐服务又帮他解决了吃饭问题。

舟山市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 1/3 以上，特别在渔

农村、偏远海岛，老人居住分散，集中助餐点就餐人

数不多，跨海上岛的送餐服务成本高、效率低。一些

政府扶得起、集体办得来、群众用得上、服务可持续

的“小发明”应运而生。

在常住人口仅有 180 余人、平均年龄 63 周岁的

普陀区虾峙岛东晓村长坑自然村，有一支博爱家园

志愿服务团队，成员是 18 位低龄老年村民，每名队

员辐射周边 15-20 户高龄老年家庭，为行动不便的

高龄老人烧菜做饭，提供家庭式助餐服务。

舟山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偏

远海岛上的“银龄互助”，是海岛助餐形式的有效补

充。舟山民政鼓励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村（居）委

会作用，依托社区（村）老年协会，动员银发志愿者参

与养老助餐服务，为行动不便、需要照顾的独居、失

能、高龄老人送餐上门。同时，培育养老助餐服务使

者，开设“邻里餐桌”，动员更多当地原住居民“小老

帮大老”。

截至目前，舟山市已建成运营 14 家“幸福食

堂”，辐射 86 个社区，惠及 9.1 万余名老年人。全市

助餐配送餐服务村社覆盖率达 71.22%，服务人次达

156 万余人次。其中，全市 37 家镇街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均有助餐服务，“幸福食堂”实现县（区）布局全

覆盖。

进入新的一年，舟山老人舌尖上的幸福味道越

来越浓。2024 年，舟山计划打造 8 家高品质老年人

优享的“幸福食堂”；积极推广“政府+慈善+社会力

量”的海岛养老助餐模式，采取统一配送、网格员上

门、社区（村）公益性岗位送餐等分层分类服务形式，

打通配送餐“最后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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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浙江省
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
陈斌在浙江两会“厅长
通道”环节作解答时表
示，从 2003 年全省第
一家老年食堂开办至
今，浙江已建成老年助
餐点 8000 多个，但分
布还不够均衡，尤其是
山区和海岛的农村，地
广人稀，成本高、投入
大、助餐难。

好在，从“海岛支
老”到“山区助老”，全
省各地都在努力为山
区、海岛老人的一餐热
饭而努力着。

山区助餐
意义远超吃饭本身

对于山区老人吃饭难，浙江省政协委员、景宁县民

政局局长雷洁畅有切身体会。正在参加浙江两会的

她，在开会间隙跟记者聊起了自己工作的地方。

景宁是典型的山区县，有 70.6%的乡村分布在海

拔600米的山上，全县常住人口11万，60周岁以上常住

老年人2.5万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资源缺乏，是养

老服务难的客观原因；山区老人收入低、观念落后，则

是更大的“拦路虎”。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让助餐走进山区老人的生

活。”雷洁畅说，山区老人的消费能力和意愿都比较低，

吃饱吃好是他们的第一刚需。当老人走进老年食堂、

接受送餐到家，养老服务人员就可能更好地发现他们

的其他需求，比如生活照料、理发、助浴等等。需求摸

清了，相关部门才能制定针对性政策，推出真正符合山

区实情的养老服务措施。

一个村只有十几户人家，邻村之间相隔十几公里的

山路⋯⋯这在景宁十分常见。这种情况下，办老年食堂

送餐到老人家中，在许多地方都是不现实的。为此，景

宁盘活农村资源，一些乡村农家乐、小餐馆设立了邻里

助餐服务点，附近老人吃饭就有了着落。一些有能力的

乡村党员干部、山区“养老管家”，设立家庭邻里助餐点，

为本村老人提供就餐服务。“流动帮帮车”和“流动供销

致富车”，为助餐点免费配送食材，降低采购成本。

办邻里助餐点的村民是看护老人的“眼睛”，也是

最了解本村老人情况的人群之一。为此，民政部门有

倾向性地吸纳他们为山区“养老管家”，配置养老护理

包，开展技能培训，上门为老年人开展量血压、测血糖

等基础健康监测，使他们成为山区助老的生力军。

2022年下半年，景宁成为全省首批养老服务“爱心

卡”试点之一。借助“爱心卡”，景宁为全县常住老人提

供助餐、助浴、助洁、助乐、助学、助聊、助购等养老“十

助”服务。根据自身情况，每位持卡老人的“爱心卡”每

月都能收到一定数量的“爱心分”，1个“爱心分”可兑换

价值1元的养老服务，用这笔“虚拟资产”可以购买“十

助”服务。当然，景宁老人最爱的还是助餐。2023年，

景宁县养老服务“爱心卡”开展服务共27万余次，其中

助餐服务20余万人次，占七成以上。

雷洁畅认为这是好的开始，当地通过“爱心卡”拉

动养老消费，通过助餐来营造山区养老理念，养老市场

在山区一点点建立起来，就有希望在山区形成完善的

养老服务制度，真正解决山区养老难题。雷洁畅表示，

新的一年，景宁山区老人的生活肯定会有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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