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肉面、大盘鸡、炒时蔬……”不到12
时，位于七里河区兰石西街351号晶泰珑园
养老服务中心的社区食堂内就已经热闹起
来，200平方米的店内人头攒动。各类饭菜
热气腾腾，刷卡、盛菜、打包……工作人员分
工明确、有条不紊。

“面食、小炒、特色菜、小份菜都有，在菜
品设置上，我们讲究荤素搭配，软烂低盐，有
利于老年人的肠胃消化。”社区食堂负责人
张雁说，针对部分老人不会使用手机的情
况，店里专门提供老年就餐卡，老人只要拿
上餐卡和饭盒，过来就能吃上热乎饭。另
外，65岁到75岁的老人在食堂就餐可享受
饭菜 7 折优惠，85 岁的高龄老人可免费就
餐。同时，食堂还建立了微信群，提供订餐、
问题收集、产品反馈等服务，更好地满足辖
区老年人的就餐需求。

“社区食堂作为居家养老的重要组成部
分，初衷是为了解决独居、孤寡、高龄等有特
殊困难的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定位
是既要普惠又能盈利，兜底保障困难人群。
目前，我们基本做到了社区居民有普惠，老
年人有补贴，特殊群体有优惠。”张雁称，社
区食堂开业两个多月来基本没有盈利，虽然
采取了“市场化+公益性”运营手段，但是跟
市场化的餐饮企业相比，社区食堂具有更强
的公益属性。政策红利是有限的，如果不能
靠正常经营来覆盖成本，单纯的“社区食堂”
助餐服务经营就难以为继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大部分社区食堂的
建设、运营、服务背后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
和输血，有的是减免房租，有的是政府购买
服务，还有的是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或者定
期发放运营补贴。

一日三餐，四季烟火，“小饭碗”里装起
“大民生”。小小的社区食堂背后，折射出的
是社会基层治理水平的精细化程度，反映的
是地方政府改善民生、促进民生的努力。

不少社区食堂负责人表示，想让社区食
堂“长久飘香”，仅靠政策牵引还不够，前期
的科学规划、合理的市场运营、有效的资源
整合、事后的监管验收，这些环节缺一不可，
还需寻求突破点，扩充经营范围，“多条腿”
走路。同时，呼吁各方关注、支持社区食堂
的发展，通过内外共同发力，真正将社区食
堂做成一池“活水”。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艾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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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食堂普惠盈利两难全
如何让幸福的味道更久远？

近年来，兰州市探索兴建了一批社区食堂，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营养、经济实
惠的餐饮服务，但相对便宜的价格，也导致部分社区食堂在收支平衡上出现较大困
难。目前社区食堂的经营现状如何？记者走访了兰州市区部分社区食堂。 关注社区食堂系列报道（二）

近日，在兰州市城关区皋兰路街道王家庄社区张家园38-44号，居民们因一
处松动的井盖忧心不已。每当夜幕降临车辆经过时，井盖发出的咣啷声不仅打破
了夜晚的宁静，更让居民们担心井盖随时可能塌陷，造成安全事故。

“那井盖摇摇晃晃的，我每次经过都提心吊胆。”居民李阿姨回忆起前几天的经
历，仍心有余悸。她表示，自己不慎踩到松动的井盖，差点摔倒，这让她十分担心。

在接到居民的反映后，王家庄社区网格员立即实地查看，发现井盖周边的水
泥已经破损，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他们迅速向社区反馈，并与市政部门取得联系，
同时在井盖周围设置了警示标识，提醒居民注意安全。

然而，在协调沟通过程中，网格员们发现该井盖属于小区内的下水井，并非市
政管理范围，应由物业负责维修。但张家园38-44号作为“三不管”楼院，并无物
业管理，这使得井盖修复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面对这一难题，王家庄社区积极发挥辖区资源，与附近的鸿嘉国际广场工地
取得联系，协商由工地安排专业维修工人对松动井盖进行紧急修复。经过紧张有
序的施工，原本松动的井盖终于被固定住，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也赢得了居民们
的一致好评。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通讯员 李佳昕 记者 李冰洁

“菜品丰富，十几个菜随便挑，味
道不错，服务环境都可以。”“少油少
盐，符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我一周
能来两三次，不想做饭的时候就下楼
吃……”

6 月 14 日，兰州新区宗家梁社区
“幸福食堂”正式开业，该食堂设有公
共餐厅、后厨、仓储等三个区域，可容
纳50人同时就餐。自6月初试营业以
来，每天一到饭点，在这里就餐成了许
多居民的新选择。仅开业当日，幸福
食堂就办理80多张居民就餐卡。

番茄炒鸡蛋、土豆炖鸡肉、酸菜粉
条、紫菜蛋花汤……6 月 19 日临近中
午时分，在七里河区建兰路街道吴家
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社区食堂内，74
岁的老人幺贵生准时来吃饭，他是社
区食堂的老食客。“我每天都来这儿，
上午做运动、打太极和八段锦，中午在
社区食堂吃完饭回去休息，下午再来
参加活动，跟以前上班似的，生活很有
规律。”

“90后”的张弛在法国留学12年，
28岁回到家乡兰州创业，如今是七里
河区建兰路街道吴家园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目前，养老
服务中心主要提供社区食堂、便民家
政、社区团购、爱心公益等服务，其中
社区食堂广受居民好评，也吸引了周
边上班族、学生前来吃饭，“老中青”组
成“饭搭子”。

吴家园社区党委书记黄懂强说，
社区人口稠密，辖区独居老人较多，养
老中心没有运营前，老年人大多自己
做饭，或者到别处简单吃点。社区食
堂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吃饭便利，还
为他们创造了交流沟通的固定场所。

“如果对餐饮行业不熟悉，或者只是
为挣钱，不建议进入这个行业。”白银路
街道甘家巷社区“甘享食光·社区食堂”
负责人单海军表示，他经营了一家还算
成功的连锁餐饮企业，因为想做公益回
报社会，与社区合作在现有餐饮店里增
加了社区食堂业务。“作为辖区共建单
位，我们参与开办社区食堂，也是为了引
流‘一老一小’消费群体。”

“我们年龄大了，孩子又不在身边，
做饭十分不方便，社区食堂可帮了大忙
……”6 月 20 日中午饭点，家住双城门
19号的居民李爷爷手拎饭盒，走进家门
口的社区食堂，一边打饭一边与老邻居
拉家常。因为老伴腿脚不便，买菜烧饭
成了大难题，社区食堂为他们带来了幸
福的晚年“食”光。

当天中午，年轻宝妈刘女士带着孩
子去用餐。对于丈夫上班、没有老人帮
衬的全职妈妈来说，爱心食堂给她们提
供了用餐的好去处。“一个人带孩子，一
边做饭还要留意孩子安全，往往做饭一

小时、吃饭五分钟。”刘女士说，“有了社
区食堂，早上出门遛娃，用餐后和孩子在
社区图书区看看绘本，带娃的生活也可
以很惬意。”

36 岁的上班族杨葡萄是白银路街
道的工作人员，因为社区食堂距离单位
近，她办理了“甘享食光”社区食堂一个
月的就餐卡。“以前，我们一般在附近小
餐馆解决午饭，或者点外卖，没有固定的
就餐时间和场所，很羡慕有些城市推出
的成人食堂，社区食堂对于上班族来说
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她告诉记者。

为补齐社区老年人就近便捷就餐服
务短板，有效解决社区空巢、高龄、独居
老人等特殊群体居家做饭难、吃饭难的
问题，甘家巷社区“甘享食光”社区食堂
还联合辖区物业，推出“搭伙‘助餐’送
餐到家”服务，调动物业、社区志愿者等
多方力量，组建了一支由社区楼院长、网
格员、党员干部、物业保安员组成的搭伙
助餐服务队，为高龄及腿脚不便老人提
供送餐上门服务。

社区食堂
用“小饭碗”享“大民生”

“市场化+公益性”运营，补齐老年人就餐服务短板

政策红利有限，
社区食堂如何“长久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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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及时修缮“三不管”楼院松动井盖

修复井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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