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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老年餐桌调研报告
本报记者 冯维静 郭丽君 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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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吃好不赔钱吃饱吃好不赔钱,,可以不可以不？？

“吃得饱”“吃得好”是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最为关心的内容。现在很多助老餐桌，在实现营收平衡和规模化经营

之间存在难点和痛点。记者在通州区部分社区调查采访中发现，有些社区有开设老年餐桌的需求，但其不具备相

应条件。这源于各街道乡镇建设条件的差异，难以满足建设空间需求。

老年餐桌布局

通州区主要依托养老照料中心、社区养老驿站
等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助餐服务。目前已通过新建、
改造、提升等方式建设规范老年餐桌191个，其中，辐
射多个老年餐桌的养老服务机构助餐配餐186个，占
比97%，社会餐饮企业参与助餐配餐3家，占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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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做法

老年餐桌现状

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在实践社
会化助餐服务，争取逐步摆脱完全
依靠政府补助，尝试走出一条“公
益+市场化”的运营新方式。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州区 191家老年餐
桌点位已覆盖全区 22 个街乡镇、
557个社区（村）、31.6万名老年人，

实现养老助餐服务的全区覆盖。但他们也注意到，“老
年餐桌”的开设存在布局不均衡的情况。

需求大 助餐服务超八成

早上刚过 7点，宋庄镇北窑上幸福晚年驿站的
人多了起来，服务员这边包着馅饼，那边的蒸屉热
气腾腾，包子和饺子也马上出锅。

“阿姨想吃点什么呀？”“大爷，咱今天有茴香馅
饼、韭菜鸡蛋饺子，还有蒸饺，您尝尝？”来这儿的都
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带着饭盒来打饭，早把这里当
成了家门口食堂。老人尤其喜欢这儿的包子、饺
子、馅饼等软和主食。68岁的金霞阿姨常和邻居在
此约饭，一屉现包现蒸的鲜肉小笼包、一碗料足的
豆腐脑、热气腾腾的豆浆，俩人花十几块钱就能吃
饱吃好，“我们常给大食堂提建议，还能看到他们的
进货发票。进货渠道都很正规，我们吃着也放心。”
金阿姨说。

位于潞邑街道东潞苑西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
老年餐桌每月更新菜单，持老年卡或身份证可享
购餐优惠，每天中午就餐人数都不少。驿站负责
人告诉记者，1 月刚开始营业，有老人提出意见，
想吃现煮的汤面或者汤粉，这个月他们更新了菜
单，推出营养套餐、瓦罐炖汤、盖浇饭、馄饨饺子，

“厨师特意研究了荤素配方，做得软、烂、酥、香，
入口即化。”

杨庄街道新华联南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老年餐
桌聘请了专业的营养师，制定营养食谱，做到每周
菜谱不重样。发现取餐带走的老人较多，驿站设置
了两荤一素、两素一荤外卖套餐，提前一天在订餐
微信群里发消息。临近饭点，工作人员提前打包，
老年人想吃什么菜也可以在微信群提前“点单”，工
作人员结合实际情况尽量满足。

记者从区民政局了解到，通州区养老助餐一般
采取“菜单式”服务，助餐点每天都备有荤素菜品若
干，老年人根据需要按照“一荤一素”“一荤两素”或

“两荤两素”等方式搭配，每份餐品价格在15元至30
元不等。

盈利难 补贴+自救

好吃、不贵，是老年餐的硬指标。但要做到好吃
不贵，又要顺利运营下去，却不容易。甚至有些老年
餐桌已经因经营问题，早早关张。而另一些老年餐
桌正在进行各种探索尝试。

中午12点刚过，于家务乡南三间房幸福晚年驿
站的食堂里已经有好些老人等待。饭菜的香味从厨
房飘出，土豆鸡块、肉片菜花、番茄鸡蛋，馒头、米饭
和汤依次端上桌。

南三间房村目前约有老年人口 130余人，有 90
余人会在驿站的食堂吃早饭，约 60到 70人吃午饭。
有区民政局的政策和村委会的支持，晚年驿站的早
点只需要 1元，午饭 5元，一顿吃不完还可以留到下
一顿。晚年驿站的服务可以用积分兑换，积分的获
得方式多种多样，包含参与村内公共服务、完成“门
前三包”等许多方式。

驿站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驿站运营前
期，区民政局提供了政策指导和业务知识培训，同时
提供了服务区域老人的相关资料，减少了前期的投
入成本。驿站开业后，南三间房村村委会免除了驿
站的房租和水电费用，又减轻了运营负担。另外，驿
站也在通过各种方式降本增效，比如所需的蔬菜等，
有相当一部分直接从村中采购，从田间到餐桌，降低
了菜品成本，让老人吃得实惠、放心。

驿站最近还在筹划推出具有本地风格的特色
菜，并已经请老人试吃，获得好评。这道特色菜的原
材料，就来自本村的特色肉鸽养殖。

村民禹德林指着笼子里肥肥胖胖的鸽子告诉记
者，村里的特色产业，鸽子顺理成章端上餐桌，清淡
又营养，符合老人饮食习惯。直接从本村进货，也降
低了不少成本。

傍晚，位于临河里街道华业东方玫瑰社区内的
荷锄归养老服务驿站内食堂飘香。

驿站成立社区食堂至今已经6年之久。“好吃不
贵，荤素搭配，分量还足，刷老年卡有优惠，真不错！”
年过八旬的李淑云老人平时一个人生活，自己很少
做饭，没有老年餐桌之前，吃饭时多是剩饭剩菜热一
热，凑合吃一顿。

现在李奶奶来吃饭
可方便了。由于有养老

助餐优惠补贴，每天早餐
只需要 3.8 元，午餐和晚餐

按照每顿最高六荤四素的
标准也就15元。

驿站负责人毕婉儒介绍，
虽然小餐厅很受欢迎，但其实

盈利很难。养老助餐本身具有
强烈的公益属性，定价普遍较

低 。 尽 管 每 天 餐 厅 看 着 很“ 红
火”，但实际上一年来却因为“高成

本、低定价”而持续亏损。尽管政
府会 提 供 一 定 补 贴 ，但 如 何 做 到

收 支 平 衡 ，实 现 盈 利 ，也 是 驿 站 运
营者要考虑的 重要问题。

毕婉儒介绍，他们在社区食堂附近
还开了生鲜超市，另外在永乐店镇有自己

的农场，社区食堂所用和超市售卖的蔬菜
全部来源于农场。从田间地头采摘，到社区

食堂不会超过三个小时，没有中间商，社区食
堂成本降低。食堂对外营业和超市盈利也可

以反补社区老年助餐的亏损。由于这个地区客
流较大，经过几年努力，驿站已经实现了微盈利。

缺地方“中央厨房”做补充

记者发现，有些社区有开设老年餐桌的需求，但不具备
相应条件。有些地方因为存在建设条件的差异，难以满足
建设空间需求。

北苑街道一家养老驿站除了负责本社区的助餐服务，
还向周边三个养老服务驿站提供配餐服务，成为一间“中央
厨房”。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有些驿站餐厅不具备现场
制作的能力，他们就提前收集老年人的就餐需求，然后反馈
到该驿站，由“中央厨房”统一制作配送。“我们老年餐桌每
天堂食的顾客大约有50多人，每天中午往外配送的餐食在
100多份。”该驿站负责人介绍。

目前通州区养老助餐服务已覆盖全区 22个街乡，为全
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助餐和配送服务。据不完全统计，
助餐服务对象中，80岁以下老年人约占82.5%，80岁以上高
龄老年人超过17.5%。

老年餐桌的规范化是老年人关注的重点。有些先开
办、办得好的驿站老年餐厅让一些尚未开设餐厅地区的老
人看着“眼馋”。对此，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州区依
托养老服务监管平台，开发完善了养老助餐服务相关模块，
将街道级审核、区民政局备案通过的助餐机构，纳入社会化
平台统一管理。2023年 3月，区民政局完成线上社会化助
餐平台的公开比选和招募，截至目前，57家养老助餐点在平
台上注册开户，17家养老助餐点上传菜单。线上助餐平台
包括用户端点餐小程序等。有需求的老年人可以登录甲子
小程序线上助餐平台专区，查询自家附近的就餐点。

老年餐桌费用

通州区对养老助餐服务实施优惠政策，社区养老驿
站和农村养老驿站分别给予早餐补 2元，午晚餐补 3元，
每天每位老人最多补5元的补贴。年满60周岁的老人可
申请助餐，年满 80周岁或低保、残疾等老年人每餐还可
额外享受 4元的财政补贴。为方便老人用餐付费，减少
每餐刷卡的繁琐操作，区民政局还指导养老驿站推出“包
月助餐”。老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包周、包月用餐，简
化用餐流程。驿站还可以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切实解决
失能、高龄、空巢等老年人的吃饭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