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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菜常飘香 活动更多样

家门口的老年食堂 吃出幸福滋味
许 峰 王恩兴 金秋君

11 月 14 日下午 5 点，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华章村邻里中心的老年食堂里饭菜飘香，老人依次排队点餐。油焖大虾、红烧肉、番茄炒蛋、清炒冬

瓜⋯⋯一道道热腾腾、香喷喷的菜打到餐盘里，老人在食堂一边聊天一边用餐。

“这里刚开业我们就过来了，味道真的不错。”71岁的章明池老人一边吃着可口饭菜，一边为老年食堂服务竖起大拇指，“打饭的窗口旁边就有后厨

的监控视频，干净卫生还好吃，以后自家不用买菜做饭，来这吃老省心了。”

为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近年来，台州市路桥区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探索老年助餐共建共享共管模式，打造“老食好”老年助餐工

作品牌，建立起覆盖城乡、布局均衡、方便可及、多元主体参与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让老年人共享幸福“食”光。

“我们聚焦民生实事，综合老年人口规模、就餐需求、服务半径等因素，科学合理布局老年食堂，构建‘城市社区15分钟、农村地区30分钟’的老年助

餐服务圈。”路桥区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路桥区共建有“老食好”老年食堂 21 个、助餐点 38 个，完成助餐服务 40 万人次，日均就餐人次约

1800人。

“老食好”就是“老实好”
让老人共享暖心餐

午餐时间，走进螺洋街道凤栖村党
群服务中心，红烧肉、番茄炒蛋、清炒小
青菜等冒着热气的菜肴，被工作人员放
置在保温台上。

“‘老食好’真的‘老实好’，饭菜荤
素搭配，营养还好。”老人陈礼红每天都
来老年食堂用餐，心里有说不出的温
暖。

“小饭碗”装着“大民生”。近年来，
路桥区委组织部联合区民政局、市场监
督管理局、卫健局、住建局，共同推动村

（社区）老年助餐服务有效覆盖。将“老
年助餐”工作纳入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干事清单”，通过年初定建设项目，每
季度实施“头雁领航·村村提升”述职评
议会，强化跟踪问效。

“我们对村级党群服务中心进行功

能提升，开辟了一处助餐点，购置了厨
房冰箱、消毒柜，还安装了空调。”凤栖
村党总支书记陈方春说，“每日为村里
老人提供中餐和晚餐，周边的老人都喜
欢到这里来用餐，环境好、价格还公
道。”

当前，路桥区按照城区、镇区、郊区
三种类型，优化多维助餐模式合理布
局，采取“自建运营型”“餐饮企业共建
型”“机构功能拓展型”三种运营模式，
多元化推进老年食堂持续运行。

地处农村的金清镇联星村，村民
2786 人，其中老年人有 737 位。为了
使村里留守、独居老人吃上一碗方便的
热乎饭，2019 年 7 月起，联星村正式成
立村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向 80 周岁
以上老人免费提供中晚餐，60 周岁以
上老人每餐仅需5元。

据了解，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联星
村通过“政府补一点、乡贤捐一点、慈善
助一点、菜园种一点、老人付一点、村集
体经济兜底”的“六补”筹资模式，对老
年食堂提供资金支持，保证收支平衡。

“老食好”就是“老什好”
网格配送到家门口

老年人吃饭关心啥，当然是菜品味
道是否合口味、饭菜是否热乎、食品安
全是否过关、就餐是否方便⋯⋯

每天 10 点 45 分，志愿者梁冰鑫在
路北街道马铺社区老年食堂将饭菜汤
分装打包，骑上了电动车来到颜大爷
家。颜大爷腿脚不便长期卧床，梁冰鑫
就每天把午餐送到他手上。

“我们针对腿脚不便、独居高龄及
有特殊需求的老年人群推出送餐服务，
定时定点、免费配送。”梁冰鑫介绍，像
他这样的志愿者村里还有很多，大家排
班值日，保证每天有人在岗，让老人都
能按时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由于人口居住相对分散，不利于集
中供餐，马铺社区推动“社区食堂+送
餐上门”的模式，“距离我们食堂近的老
人，就走路过来就餐；距离远的就送餐
上门。”马铺社区居委会主任郭瑞兵说。

路桥区整合基层党员干部、楼道
长、志愿者、亲属邻里等力量，选优配强
网格团队，结合“网格化管理，
组团式服务”，积极参与老
年助餐工作。目前，全区
共有 5000 余名党员干
部、社会志愿者参与送
餐服务。

老 人 们 不 仅
享受老年食堂高
效、精准、贴心
的配送服务，还
常常为食堂食品
安全点赞。

“我们充分发挥
村（社区）老党员、老干
部的作用，聘任他们担任
食品安全监管员。”路桥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负 责 人 介
绍，他们不仅实时监督老年食堂的食材
购置渠道、菜品质量、环境卫生等方面
情况，同时参与到市监部门开展的食品
安全检查工作中，严查老年食堂食品经
营许可证、工作人员健康证等，严把食
品安全关。

“老食好”就是“老时好”
让幸福指数再提升

每天中午，家住路北街道路东社区
的陈大爷都会准时来到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在老年食堂吃过饭后，就同
一群爱好音乐的老年朋友一起，认真聆
听老师讲授基础乐理知识，练习合唱，
悠扬的歌声在中心回荡。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为了让
老年时光更加美好，路桥区在满足老年

用餐需求的同时，还
积 极 推 进 银 龄 课

堂、“共富工坊”
等 组 合 拳 ，让

老年人“老有
所养、老有

所 依、老
有 所

乐、老
有 所

为”。
根 据

老年人不同
的兴趣爱好，

将 各 级 党 群 服
务中心打造成为

“银龄课堂”，整合
老年大学师资力量，设置丰富多彩的课
程，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学习需求，扩大
了“老有所学”这一暖民心行动的辐射
面。

去年新晋网红打卡地“老街·味十
里”近期又在改扩建，“老年食堂所在的

位置是社区最旺的区域，目前已经不能
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路桥区路桥街道古
街社区居委会主任於婉玲说，“不仅要吃
好还要‘玩’好，我们成立了夕阳红文艺
志愿服务队、老年合唱队、老年舞蹈队，
我们对老年食堂场地进行提升，将为各
类社会组织活动提供活动场所。”

蓬街镇蓬东村的老人活动室最近
少了麻将声，多了一些缝纫机的咔嚓
声。蓬东村将老人活动室闲置的二楼
进行提升，打造了“点金”共富工坊，引
入穿鞋带、做鞋花等业务，村里空闲的
妇女和老人一有空就到这里来做点零
活，“一天下来，能赚到几十块钱，觉得

自己还没老呢！”六十岁的王大妈一边
串着节日灯一边开心地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社区的
老年人参加社区治理、邻里矛盾纠纷化
解等工作，可积极了。”路北街道隆湖社
区居委会主任蔡茜说。

隆湖社区将“热心肠”的老人凝聚
成为社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19 名
老人主动担任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党
群议事会成员。在协助社区调解邻里
矛盾时，老年人劝年轻人，年轻人听得
进去；劝老年人消消气，老年人也能给
个面子⋯⋯老年人的使命感让基层治
理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金清镇联星村志愿者为金清镇联星村志愿者为
高 龄 独 居 老 人 送 去高 龄 独 居 老 人 送 去““ 爱 心爱 心
餐餐”。”。

螺洋街道凤栖社区
志愿者为前来用餐的老
人递上饭菜。

螺洋街道凤栖社区螺洋街道凤栖社区
志愿者为前来用餐的老志愿者为前来用餐的老
人递上饭菜人递上饭菜。。

路北街道路东社区志愿者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带领老人做手指操。

新桥镇华章村老人一边享受着热饭，一边与“饭搭子”聊天。新桥镇华章村老人一边享受着热饭，一边与“饭搭子”聊天。
(图片由路桥区委组织部提供)(图片由路桥区委组织部提供)

穿梭在坡南历史街区的老街旧巷
之间，一墙一瓦间镌刻着岁月的痕迹；
徜徉在粉墙黛瓦间，感受历史的厚重
和现代生活的烟火气；古老的街巷重
焕光彩，老城味道与老城记忆有了承
载⋯⋯今年以来，平阳县以坡南历史
街区更新项目入选省级城市更新试点
名单为契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高效率推进，走出了一条具有平阳
特色的城市更新路径，推动千年古县
焕发新活力。

城市更新工作是推动城市开发建
设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城
市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有效途径。自省
级城市更新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平阳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科技设计科深入
贯彻落实“万人双评议”工作要求，围
绕“修复优雅传统建筑、弘扬悠久传统
文化、打造优美人居环境、营造悠闲生
活方式”的目标要求，紧盯重点区域、
关键环节持续发力，不断加大攻坚克

难力度，助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坡南历史街区是温州现存原貌保
持最好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如何提
升古街品质、环境品质和人文品质成
为关键问题。坡南历史街区曾是闽浙
往来的必经之路，这里历史底蕴深厚，
每一座桥、每一块砖都承载着 1740 年
来的沧桑岁月。

在《平阳县坡南街省级历史街区
保护规划（2022 年—2035 年）》出台
后，平阳在全面保护坡南历史文化街
区风貌的前提下，总投资约 20 亿元，
积极探索城市更新工作机制、实施模
式和支持政策，持续实施历史建筑修
缮、老旧厂房改造、道路管网提升、绿
化景观打造、生态停车场建设等一批
城市更新项目，加快打造城市更新工
作的“平阳样板”。

“这条古街承载了太多乡愁和记
忆，所以在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中，

我们把‘里子’‘面子’一起抓，坚持保
护利用结合，让街区从里到外更新升
级。”平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科技设
计科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夯实“里子”
基础，提升“面子”颜值，该科室不断优
化顶层设计，结合古街现状认真梳理
重点保护建筑清单，根据“整体保护、
分类施策、应保尽保”原则，协助昆阳
镇和县城投公司，共修缮古桥、古宅、
牌楼牌坊10多处、危房超100间，对沿
街房屋开展了外立面改造提升，保留
原始门窗风格并进行修复翻新，拆除
违建、更替现代门，并不断优化各项设
施布局，让古街随着城市更新工作深
入焕发古韵魅力。

为进一步推动坡南历史街区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街区“业
态”更加丰富，平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科技设计科一方面挖掘坡南街原有
的油纸伞、木偶戏、武术等非遗文化及
吴承恩故居、师儒牌坊、通福门等人文

景观，提升街区文化内涵；另一方面，
积极对接有关乡镇、部门配合推进拆
迁工作，目前已完成500余间房屋征迁
政策处理工作，与上百处商业用房签
订为期五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并引入
实力强、经验丰富的团队进行一体化
运营实施，为坡南历史街区品质提升
提供了空间保障和服务保障，助力城
市更新跑出“加速度”。

如今，坡南历史街区已成为“网
红打卡地”。下一步，平阳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科技设计科将继续贯彻
落实“万人双评议”工作要求，以“绣
花功夫”开展街区更新，精细化开展
建筑保护、文物修复、空间织补、民生
补短、环境提升、生态修复等工作，进
一步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产业的有
机融合，推动街区结构优化、功能完
善、品质提升和效能提高，力争为全
省城市更新试点工作贡献更多“平阳
经验”。

以“绣花功夫”精雕细琢 用“工匠精神”擦亮底色

平阳全面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孔云节

以“绣花功夫”精雕细琢 用“工匠精神”擦亮底色

平阳全面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孔云节

早上八点不到，家住嘉兴市嘉善
县大云镇缪家村的陈奶奶带上小孙
女，准时到家门口的居家养老服务照
料中心打卡。“我做做手指操，孙女就
在隔壁的向日葵亲子小屋里看看书，
玩玩海洋球，惬意得很。”陈奶奶笑着
说，便民服务一条街，是村里“一老一
小”的好去处。

“我们聚焦‘一老一小’融合发展，扩
大服务供给、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居家社
区服务能力，推进医养、康养融合发展，
创新养老托育服务模式，为“一老一小”
提供便捷高效、智慧精准、温情关爱的社
会保障服务，全面提升‘一老一小’幸福
感。”嘉善县大云镇社会事务服务管理办
公室主任沈群芳说。近年来，农村家庭
托育养老痛点难点逐渐凸显，如大云镇
缪家村常住人口中，60周岁以上老人就
有 1450 人，0—12 岁儿童则有 657 人，

“一老一小”牵动着每个家庭，服务好“一
老一小”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实的
民生。

如何保障“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大云镇缪家村积极探索推动公共服务优
质共享，从基础设施建设全域延伸、公共
服务配套全域覆盖双向发力，构建起公
共颐养善育“15 分钟幸福生活圈、养老
活动圈、儿童育托圈”的服务体系。

走进缪家村便民服务一条街，“老
吾老”5A级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动静
分离、医康养联合，既有能满足老年人互
动、交流、运动等需求的动区，也有能让
老年人学习、休憩、享受照护服务的静
区，还配备有辅助老年人就医、康复训练
的康复医疗区。

77 岁的缪家村村民唐奶奶就是康
复医疗区里的常客，唐奶奶因脑梗后遗
症行动不便，她会定期参加康复训练。

“我们为唐奶奶免费建立健康档案，评估
后为她设计了一套个性化的康复方
案。”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工作人员
徐萍说，康复区里有持证康复师，每天都
能为老人提供专业服务。

“我们这儿不仅是老人们的‘后花
园’，也是孩子们的小乐园。”徐萍说，在
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旁建设向日葵亲
子小屋、儿童之家，设有爬爬区、阅读区、
宣教区、亲子活动区等，让“一老一小”皆
有所乐。大云镇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联合专业养老机构、托育机构、
卫生服务中心、社会组织等资源，组建起
照护服务指导师、家庭养育师、社会志愿
者等三支养育照护服务队伍，为“一老一
小”提供精准、专业、多元、优质服务。

今年以来，缪家村已开展下棋、阅
读、传统美德教育、助老孝风行等“大手
牵小手”老幼同乐活动 60 余次。大云

镇逐步探索“老幼微托”“医养综合”融
合发展的养老托育照护服务新体系，打
响“老有颐养、幼有善育”特色服务
品牌。

功能完备的缪家村文化礼堂、热闹
非凡的幸福广场、全新建设的邻里中心、
升级改造的便民服务一条街⋯⋯在缪
家村，大云创新打造“幸福十景”，智慧党
群服务中心、乡村振兴学堂、乡村文化艺
术中心等一系列精神文化阵地的打造，
让村庄既有村的味道，又有城的配套，不
断助力村民文明素养的提升和文化生活
的丰富。

眼下，大云镇缪家村正在建设幸福
缪家“老年大食堂”“老年红茶馆”“老年
大戏台”“托育中心”“婴幼儿照护驿站”
等“一老一小”项目，持续织密“一老一
小”民生保障网，全力构筑居民满意的高
品质幸福生活。

嘉善县大云镇

聚焦“一老一小”融合发展 描绘“朝夕美好”温暖画卷
张 莉

陈久忍 金新

11 月 7 日 ，一 辆 小 货 车 将
2500 斤 袋 装 大 米 ，运 送 到 椒 江 农
商行下陈支行。“这些不是普通的
大米，是我们认领的稻田产出的，
很有意义。”台州市椒江区下陈街
道 新 乡 贤、椒 江 农 商 行 下 陈 支 行
行 长 许 洁 说 ，他 们 准 备 将 这 些 大
米 用 于 公 益 活 动 ，发 放 给 下 陈 街
道有需要的群众。

今年以来，椒江区下陈街道创
新 新 乡 贤 助 富 载 体 ，推 出“ 新 乡
贤·新 稻 路 ”乡 创 项 目 ，聚 焦 乡 村
运营，凝聚统战力量，虹吸文创团
队 ，激 发 乡 村 活 力 ，助 力 富 民 强
村。

下陈街道乡贤联谊会与村集
体签订农田承包合同，由 28 位新
乡贤出资，以 5000 元每亩的价格
认领横河陈村农田 100 余亩，该费
用包括农田的土地流转、种植、养
护以及开展农业相关活动等。新
乡贤通过委托新型职业农民代耕
代种、共享土地收成的方式，回归
乡村当“田主”，并根据自身实际需
求，参与春耕、秋收体验等农事主
题活动。而今，收获的稻谷加工成
8 万多斤大米，已按照认领比例，
全部返还给新乡贤。

以“ 新 乡 贤·新 稻 路 ”乡 创 项
目 为 契 机 ，椒 江 区 下 陈 街 道 积 极
拓 展 农 业 功 能 ，带 动 与“ 百 亩 稻
田 ”接 壤 的 300 亩 农 田 实 施 农 村
土 地 所 有 权、承 包 权、经 营 权“ 三
权 分 置 ”改 革 ，使 该 区 块 4 个 村
413 亩 农 田 打 破 土 地 经 营 权 队 界
和 村 界 限 制 连 成 整 体 ，发 展 集 农

业观光、农耕体验、休闲度假等为
一体的新形态，推进农业“接二连
三”。

下陈街道乡贤联谊会联手文
创 公 司 ，建 设“ 百 亩 稻 田 ”农 耕 文
化 研 学 实 践 基 地 ，开 发“ 新 乡 贤·
新稻路”农耕文化研学项目。根据
二十四节气，开展雨水寻春、惊蛰
播种、小满插秧、处暑收割等系列
研学活动。兼顾现代农业技术与
传统农耕元素，串联周边农村文化
礼堂，展陈旧水车、犁铧、打谷机、
风车等 80 余件特色农具，展示原
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同
时，充分利用新乡贤企业资源，拓
展文化研学版图，先后推出农村文
化 礼 堂 千 载 文 脉、“ 宏 记 食 品 ”百
年非遗、飞跃科创园红色足迹、杰
克公司缝配历程等 4 条线路，联合
椒江区文广旅体局等部门挖掘农
村文化资源，举办“荷花节”“长街
宴”等文化活动，实现研学活动与
乡 村 文 化 振 兴 相 生 相 长、共 盛 共
荣、双向奔赴。

凭借乡创项目平台，下陈街道
乡贤联谊会在乡创项目涉及的村
社、企业、重要路线节点建设侨文
化交流基地、非遗馆等阵地，开展

“ 之 江 同 心 寻 美 椒 江 ”、民 族 集
市、文化寻根等活动，打造推进乡
村共富同心圆。街道主动融入省
试 点“ 共 富 乡 村 ”项 目 ，投 资 300
余万元打造“雨荷草堂”等 8 个高
品质文化研学基地，招引 7 家文创
客、青创客、农创客团队和影视公
司 加 盟 乡 创 项 目 ，建 成“ 拜 托 农
场”，开辟沉浸式的农耕文化体验
新 空 间 ，逐 步 推 动 乡 创 项 目 由 吸
引 眼 球、丰 富 味 蕾 向 留 住 脚 步 演
进。

据 统 计 ，今 年 2 月 以 来 ，椒 江
区下陈街道共开展研学活动 80 余
场次，接待人员 4000 余人次，“百
亩 稻 田 ”多 彩 油 菜 花 吸 引 长 三 角
地 区 游 客 1 万 余 人 次 ，横 河 陈 村

“荷花节”吸引顾客 5000 余人次，
涉 及 乡 创 项 目 重 点 区 块 的 横 河
陈 、合 作 、牛 轭 桥 等 6 个 村 ，集 体
经济都得到了大幅度增长。

椒江区下陈街道
新乡贤乡创项目助力富民强村

椒江区下陈街道新乡贤认领百亩稻田
陈江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