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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友谊村爱心食堂的体验，我们前
往浣东街道盛兆坞三村。刚到村里爱心
食堂门口，就看到一辆拉货车停在这，运
货 小 哥 正 将 大 米 、油 等 物 资 搬 进 爱 心
食堂。

一旁的妇女主任陈焕利还在疑惑：“这
是谁送来的？”问了问周边的村民，都说不是
自己捐的，就连运货小哥也不知道雇主
是谁。

“又是一个默默做好事不留名的。”陈焕
利说，就在前阵子，她的微信上突然多了一
笔500元的转账，有一位爱心人士委托其他
人给爱心食堂捐款。当追问捐款人姓名时，
受托人表示捐款人不想留名，只是为爱心食
堂尽一点力。没过几天，又有一位爱心人士
悄悄打了500元爱心款⋯⋯

“这样不肯留名的村民还有呢，悄悄地
捐款捐物，问起来也不肯承认。”陈焕利向我
们透露。

我们翻开陈焕利手上的本子，看到上面
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笔捐款。“300、500、
1000⋯⋯每一笔捐款，都是村民真诚的心
意。”陈焕利说。

“我们村里没有大老板，但人多，可以发
动大家都捐一点。”“给村里做点事是应该
的，就是希望老人们能够吃得好一点。”在村

民的你一言我一语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
正是他们的爱心助力，让爱心食堂充满了
活力。

除资金、物资外，各类志愿服务也是各
界爱心人士奉献力量的形式，爱心食堂成了
集理论政策宣讲、健康医疗、文化娱乐、休闲
健身、便民志愿服务等为一体的多跨养老场
景的载体。有的老人在享受各类志愿服务
的同时，也逐渐由就餐者转变为爱心食堂建
设者。

看着食堂物料区堆放的各种蔬菜，70
多岁的村民周大均有些自豪：“这些都是我
刚从菜园里采摘来的，最多的时候我们种了
十多种应季蔬菜，每个月可以给食堂省下不
少买菜钱。”这让在食堂吃饭的他觉得没有

“白占便宜”，自己也成了奉献者，为爱心食
堂持续运营提供动力。

爱心食堂就像一块磁铁，把村子里的人
力、物力聚集在一块。体验过程中，不少村干
部告诉我们，最开始他们担心爱心食堂难以
为继，但运营后才发现，真正解决民生实事，
会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从山区到城区，从乡镇到社区，诸暨市
爱心食堂如雨后春笋般在热腾腾的烟火气
里不断发展，也让越来越多的诸暨老人乐享
幸福晚年。

受益者也是奉献者

为解决农村老人就餐问题，自
2021年6月起，诸暨市探索建设爱心
食堂文明实践点。由点到面、从盆
景变风景，目前已建成食堂 144 家，
覆盖217个村社。今年底将建成190
家，覆盖 285 个村社，辐射面达到

57.9%。2023 年全市覆盖率将超过
70%。

爱心食堂由所在行政村组建
“管家—理事—监事”团队常态运
营，构建“个人出一点、基金捐一点、
政府补一点、志愿帮一点、经营筹一

点”的筹资模式，同时吸纳、撬动更
多社会资源、公益力量参与，还融入

“共享五福”志愿服务，已累计收到
各类社会捐赠 1780 余万元，招募志
愿者 3200 余名，进一步激发了文明
活力。

诸暨市爱心食堂

记者在诸暨爱心食堂当志愿者，这里的老人们——

一口现成饭一口现成饭 吃出幸福味吃出幸福味
本报见习记者 叶锦霞 记者 徐子渊 干 婧 共享联盟·诸暨 刁卓璐 叶京取

在诸暨市璜山镇徐家坞村爱心食堂的餐厅里，69岁的徐志光拿着打好的饭菜，与村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

唠家常，不时传出阵阵笑声。18 公里外的东白湖镇上英村，每天中午 10时 30分左右，90岁的孙雅琴都会搬个小板

凳，坐在家门口等着村妇女主任陈美送来“爱心便当”。

类似场景在诸暨越来越多。就在不久前，诸暨村（社）爱心食堂入选首批“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为民办实

事项目。

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不久前，我们来到爱心食堂当志愿者，从老人的一粥一饭中寻找答案。

早上刚过8时，外面还是烟雨蒙蒙，徐家坞村爱心食堂的厨
房内已经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洗菜、淘米、切菜、打蛋⋯⋯身
着厨师服的志愿者们各自忙碌着。

“村里老人们吃饭早，我们得赶紧忙活起来咯。”看到前来体
验的我们，志愿者徐菊英一边张罗着当天的午餐一边说，“今天
我们要做肉末蒸蛋、清炒丝瓜、西施豆腐 3 样菜，都是些符合老
人口味的家常菜。”

说话间，我们系上围裙、戴上口罩，加入帮厨队伍，和志愿者
们一起完成50余份午餐的烧制。

这是我们第一次烧这么大分量的菜，调料要放多少合适？
火候怎么掌握？炒菜时间怎样控制？一个个问题让我们犯
了愁。

尤其是炒菜时，我们需要双手合力才能翻动，但徐菊英轻轻
松松用单手就可以做到，“刚开始做饭的时候，放多少调料我也
没有把握，就靠一遍遍试。”

看着无从下手的我们，徐菊英一步步耐心指导：“你现在做
的这道菜，料酒、酱油这些调料放一到两勺就好了，别放多，菜太
咸了不健康。”中途她不断提醒我们，菜一定要烧软，“老人们牙
口不好，不多烧一会儿，他们咬不动。”

共有60位志愿者在徐家坞村爱心食堂轮流服务，他们每餐
都会特地挑选一些老人嚼得动、易消化的食材。考虑到营养均
衡，食堂安排的一周食谱讲究荤素搭配、营养全面。

“收火，装盘！”看着眼前桌子上摆满的餐盒，第一次当“大厨”
的我们倍感开心，也终于明白徐菊英说的话：“爱心食堂是为了老
人的幸福，我们每天做的就是守住老人‘舌尖上的幸福’。”

“开饭了！”中午11时，随着徐菊英的一声高呼，一份份热气
腾腾的饭菜被端出，早早在食堂等候的老人们开始拿着餐具排
队取餐。

84 岁的村民徐万龙带着 76 岁的妻子裘彩珍准时来到食
堂，舒适的用餐环境和可口的饭菜得到了两人的赞许。“年纪大
了，烧点饭吃很累，爱心食堂价格便宜，味道也好，解决了我们的
实际困难。”徐万龙说。

“爱心食堂饭菜口味好，人多还能聊聊天，心情舒畅。”一旁
正在吃饭的老人们听到后也纷纷给出了好评，并希望爱心食堂
长久办下去。

“我们办爱心食堂的初衷就是为了让老人吃上一口方便的
现成饭，让年轻人可以放心在外打拼。”徐家坞村党总支书记徐
国富介绍，村里常住人口有 700 多人，其中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
人就有 390 多人。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不少老人舍不得花
钱或图方便，吃饭常是随便对付。

这样的现象在诸暨并不是个例。当下，老年人占全市常住
人口的23.8%，老龄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空巢老人、独居老人、
高龄老人的“做饭难”“吃饭难”问题更加凸显。“之前在村里做前
期调研时，打开老人家里的橱柜，看到的都是他们舍不得倒掉的
剩菜剩饭。”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东白湖镇殿南村党总支书记斯
永灿深有感触。

目前，诸暨市共有144家爱心食堂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提供用餐服务。每人每餐收费 4 元至 6 元不等，低于成本价。
除集中就餐外，对距离较远和行动不便的老人，食堂还安排专人
送餐上门。

舌尖上的幸福“食”光

第二天中午，我们来到东和乡友谊村爱
心食堂。

“好的好的，我们马上过来了，再稍微等
一下。”接完电话，张浩阳就拉着我们马不停
蹄地打包饭菜，再将打包好的餐盒放入保温
箱内，“今天我们总共要送 3 趟，去晚了，老
人吃不上饭可不行。”

今年 50 岁的张浩阳，是友谊村爱心食
堂的一名送餐志愿者。最初，得知村里爱心
食堂招募送餐员时，他跑到村书记面前主动
请缨：“别的忙我也帮不上，送餐的任务就交
给我！”

“每天午饭和晚饭都会送上门。”张浩阳
介绍，现在他每天要花 1 个多小时，骑电瓶
车为十几位老人送餐，其中年龄最大的老人
已90多岁。

“说不累是假的，特别是夏天送餐，一趟
下来浑身像是洗了个澡，但是看到老人能吃
上口热乎饭，就觉得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张浩阳笑着说。

收拾完毕，张浩阳带着我们开始一家一
家送餐。

“57 号是炳松还是盘桃来着？”张浩阳
忘了手里的餐盒是哪位老人的，他从裤兜里
掏出了自己写的小纸条，“原来是盘桃的餐
盒，那给她放家里就好了。”

拿过张浩阳手上的这张小纸条，我们看
到每个老人的名字以及对应餐盒的编号、订
了几餐、餐盒放在哪里等信息都详细地标
注着，“就是怕自己弄混了，时常可以拿出来
对一下。”

“宣小芬，宣小芬，在家不？”还在屋里
头的宣婆婆听到张浩阳的声音，缓缓从里
面走出来。“每天都能吃上热乎乎的现成
饭，真是方便。”87 岁的宣婆婆跟我们说，
她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儿子又常年在外
务工，吃一餐像样的饭对她来说成了件难
事，村里开设爱心食堂后，她的生活改善
了不少。

看到老人拿稳了饭菜，张浩阳才离开。
这是今天的第 5 家，还有 8 家老人等候着我
们送餐。

“这趟饭送完，我们先回食堂‘补粮’。”
从宣婆婆家出来后，张浩阳带着我们又返回
了食堂。回去的路上，他跟我们解释，因为
村与村之间有一定距离，为了保证老人拿到
手的都是热乎的饭菜，每跑完一个村就要返
回食堂重新取餐。

“最后去的这个里娄沟村离食堂有4公
里，路虽然不长，但是山路弯曲，需要小心。”
张浩阳说。前段时间，他去里娄沟送餐，突
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他赶紧把电瓶车上带着
的衣服盖在保温箱上，又在上面加盖了一层
塑料布，拿绳子扎好。等一切弄好，他已经
被淋成了落汤鸡。

“下面我们要去的那家老人已经 92 岁
了，腿脚不好。”一路上，每到一处送餐，当我
们问起老人家里情况，张浩阳都如数家珍，

“我也就是送得多、聊得多，只有了解他们有
什么需求，才能更好地用心服务。”他说，送
餐不仅是要暖老年人的胃，更要暖他们
的心。

送餐暖胃更要暖心

我是“有礼”志愿者

徐子渊徐子渊叶锦霞 干 婧
扫一扫
看视频

志愿者在马剑镇马益村爱心食堂为老人理发。 拍友 赵丹荣 摄志愿者在马剑镇马益村爱心食堂为老人理发。 拍友 赵丹荣 摄

老人们在五泄镇江滨村爱心食堂用餐。 拍友 楼琼卉 摄

在徐家坞村，记者（右）随爱心食堂送餐员为老人送餐。 共享联盟·诸暨 叶京取 摄

·资 讯·

“从手机上提交充电桩安装申请，
不到半小时，余山供电所的工作人员
就上门了，立即开始踏勘装表接电。
现在，我们民宿实现了‘充电自由’。”
9 月 23 日，湖州安吉余村两山文创民
宿生意兴隆，民宿主葛军计划在民宿
旁安装充电桩，方便客人绿色出行。
他没想到的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
余山供电所台区经理王明明接到报装
后 ，马 上 带 着 装 备 上 门 踏 勘 用 电 条
件，确认可行后，着手装表接电。

全面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数字化
新技术的作用不容小觑。今年，国家
电网公司开展数字化示范创建工作，
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余山供电所入选
了供电所类数字化示范创建试点。长
期以来，该公司立足服务三农，深入
开展“乡村振兴·电力先行”数字化供
电所建设，因地制宜助力乡村电网、
管 理 模 式、电 力 服 务 实 现 数 字 化 转
型，以数智改革引领美好前景。

乡村用户享受的高效优质服务，
与供电所数字化建设密不可分。该公

司推进整体智治、协同服务,依托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面整合
水、电、气报装各项审批服务事项，实
现企业资料线上传递、行政部门线上
审 批 的 全 流 程 网 上 联 动 报 装“ 跑 零
次”。与此同时，该公司以数字化电
力驿站与“网上国网”APP 为渠道，构
建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服务新模式，
今年累计线上办电 864 条，线上办电
率 100%。此外，该公司还将此工程
列入“1+X”内部监审平台管理，安排
纪检监察组进行全程监督管控，入驻

乡村，全面监督村民办电需求、供电
服 务 等 问 题 落 实 情 况 ，畅 通 办 电 渠
道、优化营商环境，为数字化供电所
建设注入动能。

除乡村数智办电外，智慧抢修也
成为数字化供电所建设的一大亮点。
基于配电自动化主站系统，余山供电
所 完 善 了 34 条 10 千 伏 线 路 智 能 开
关、故障指示仪等设备安装。一旦发
生用电故障，系统会立即将信息推送
到台区经理手中，根据需求，台区经
理直接到智能仓申领物资，从提交领

料单到领取物资只需 5 分钟。
供电所作为乡村服务的前沿哨

所，是打通供电服务“最后一公里”的
关键。数字化供电所以数字化技术
手段为依托，用工具提高数据采集、
数据存储、数据挖掘和数据运用的能
力，让供电所有“数”支撑、用“智”运
维，推动基层供电所减负增效，为供
电所构建“中枢大脑”。目前，国网安
吉县供电公司依托数字化手段在余
山供电所处理工单 4861 单，基层员
工效率提升了 35%，配电自动化有效

覆盖率实现 100%，在试点基础之上，
还计划对县内其余 7 家供电所进行数
字化改革，增强乡村用户的满意度，
全面创建“绿色共富”乡村电气化示
范县。

后续，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将持
续开展数字化建设，遵循“固基础、强
应用、促服务”的工作路线，支撑全县
各大供电所实现数字转型，为基层供
电所提质增效按下“快进键”，全力以
赴打造全国首个“绿色共富”乡村电
气化示范县。

安吉：数字化供电所提升乡村数智服务质效
袁丰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