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鳏寡孤独如何吃饭

“幸福食堂”集中供餐

“开饭啦！”10月23日下午5点
半，曲阜市石门山镇西焦沟村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幸福食堂”里，
“大厨”孔祥翠欢快的喊声伴着饭
香从厨房飘出来。在院子里拉呱的
21位老人，听到喊声到食堂窗口排
队盛饭。

“我就愿意到‘幸福食堂’来
吃饭，这里饭好吃。”85岁的西焦
沟村村民董立梅说。以前，她因为
一个人吃饭不及时，常常就着咸菜
啃煎饼应付，长期营养不良，从家
到村里的“幸福食堂”，她走一
路得歇三回。“现在，腿脚都利
索了，一抬脚就能过来。”董立
梅说，她每天在这里吃早、中、
晚三餐，只需5元钱。“村里空巢
和留守老人占总人数的1/3，他们
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剩菜剩饭热
了一遍又一遍，用火用电也让人
不放心。”西焦沟村党支部书记
张树亮说，有了“幸福食堂”好
多了。

曲阜现有6 0岁以上老人1 1万
人 ， 其 中 无 子 女 特 困 供 养 老 人
3 1 9 6人。“这些老人属于困难群
体中的特殊人群，解决他们的吃
饭 问 题 ， 也 就 成 了 保 障 中 的 基
本。”曲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王磊说。2 0 1 8年以来，曲阜市
按照政府主导、村级管理、村民
自愿、非营利性的原则，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始“幸福
食堂”建设。目前，曲阜已有23个
“幸福食堂”试点村的700多名老人
因此受益。

石场乡是日照五莲县的重点贫
困乡镇，经济差、底子薄，最基本
的吃饭问题困扰着不少高龄老人。
近年来，针对农村孤寡、高龄老人
生活不便的实际情况，石场乡以村
级幸福院为场所，为老人集体提供
午 餐 。 “ 今 天 中 午 4 个 菜 加 米
饭。”10月28日中午，石场乡李旺
疃村幸福院的“爱心食堂”里，81

岁的李旺疃村村民姚廷福边吃边
说。2017年，李旺疃村尝试每天为
全村80岁以上老人和特困老人免费
供应午餐，成为石场乡第一批探索
互助养老的村庄。今年6月9日，五
莲县恒德颐养中心与石场乡的岳
疃、石场、前坪头等8个村庄签订
连锁配餐协议，标志着石场乡34个
村庄实现了互助养老全覆盖，全乡
327位老人在各村的幸福院吃上热乎

午饭。
在威海荣成市王连街道东岛刘

家村，同样承载着解决老年人吃饭
困局的“暖心食堂”早在2018年底
就已运行。该村的“暖心食堂”针
对村内8 0周岁以上的老人、五保
户、低保户等，每天中午免费供
餐。荣成80周岁以上农村老人有2 . 9

万人，占当地农村人口的10 . 1%，其
中96%以上依靠居家养老。“村里
的老年人较多，子女们多外出谋
生，高龄老人的吃饭等日间照料成
为难题。目前，荣成市已经开办363

家“暖心食堂”，覆盖全市46%的
村居，1 . 2万名80周岁以上的农村老
人能吃上免费午餐。

记者调查发现，在农村地区，
钱并非老年人脱贫解困的“特效
药”，拿着钱花不了的现象普遍存
在。对于高龄老人，尤其是贫困和
孤寡的独居老人而言，解决吃饭难
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养老问题。

钱和人从哪儿来

因地制宜各显神通

“幸福食堂”的长效运转和范
围 推 广 ， 最 关 键 的 影 响 因 素 是
“钱”和“人”。围绕这两个关键
因素，山东各地探索出了多种模
式。

日照五莲县在农村孤寡贫困独
居老人吃饭问题上，探索了独立运
营式、联合运营式、连锁配餐式、
企业援建式四种互助养老模式。

独立运营式互助养老模式由各
村独立开办，利用本村幸福院开办
“爱心食堂”，集中供养本村高
龄、特困老人，这是石场乡最普遍
的一种互助养老模式，覆盖当地李
旺疃村等21个村。“民政和扶贫上
补一点，村里自筹一点，老人来吃
午饭不用花钱。”李旺疃村会计姚
久富说。全村2 7位老人在这儿吃
饭，全年成本在3万元左右。

石场乡岔家沟、单家村、上石
屋、下石屋4村互助养老院，则属
于联合运营互助养老模式。4个村
人口都较少，且直线距离近，可利
用岔家沟村设备齐全的互助养老
院，辐射带动互助养老。其余3个
村只需各派遣一名护理员到岔家沟
互助养老院做饭，然后将午餐带回
本村，集中供老人就餐。

“连锁配餐”是依托上级政策
资金，在石场乡敬老院投资扩建中
心食堂，通过负责运营的恒德养老
中心为石场村等8个村的77名老人提
供配餐、送餐服务。

石场乡霞客院村互助养老院是
全乡唯一的企业援建式互助养老
院，由村内霞客院民宿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赞助运营，本村爱心食堂建
设和老人的吃饭费用由企业承担。

“我们依靠上级拨一点、村里
出一点、社会捐一点、子女交一点
解决资金问题；通过人社、扶贫两
个渠道选聘护理人员，解决人员问
题。”石场乡党委书记姚常华说。

在威海荣成市，解决老年人吃
饭问题的“暖心食堂”也探索出几
种不同运营模式。

对于村集体收入50万元以上的
村居，荣成市支持其盘活原有设
施、场地资源，开办村级互助型食
堂，运营费用由村集体经济保障，
王连街道东岛刘家村走的就是这个
路子。

对于村集体收入薄弱村，则由
村集体提供场地和就餐用具，引入
配餐企业、养老机构提供配餐服
务。此外，还有由村集体主办，老
人不集中就餐的“暖心饭盒”型，
通过市场化运营或自建厨房配送份
饭、志愿者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提
供助餐服务。据了解，荣成市级每
年安排不低于380万元的“暖心食堂
基金”，并向社会募集，充实基金
池，对服务经济薄弱村、运行优
良、服务人群多的运营方进行奖
补。此外，荣成市文明办还设立200

万元“暖心食堂志愿服务专项资
金”，按照不同模式给予志愿服务
团队“点对点”奖励。目前，荣成
市335处食堂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由
村级志愿团队组成。

“ 我 们 试 点 建 设 ‘ 幸 福 食
堂’，原则上选择村集体收入超过
1 0万元且村‘两委’班子比较热
心、群众基础好的村庄，不搞‘一
刀切’，做到成熟一个、建设一
个、见效一个。”曲阜市石门山镇
党委书记步新华说。三餐制村级

“幸福食堂”的运营成本每年在10

万元左右，由政府专项资金、乡镇
财政、村集体、爱心企业和老人自
身统筹解决，其中老人承担部分每
天不超过5元。

为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山东
其他地区也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东
营广饶县在村集体年收入超过15万
元的村庄试点开设“一元餐厅”，
目前已运行61家。在泰安新泰市西
张庄镇西白沙村，村里的养老院为
全村70岁以上老人免费提供午餐，
每年10万元左右的运营成本由村内
民办幼儿园的盈利部分承担，实行
“以小养老”“老幼共用食堂”，
实现零负担运营。

除了吃饭还能做啥

服务功能不断拓展

10月25日是重阳节，曲阜市石
门山镇西焦沟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幸福食堂”举办了孝和文化节，
全村老人聚在一起听戏看节目过
节。“从厨房、餐厅等生活场所到
阅读室、棋牌室等娱乐场所一应俱
全。”曲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磊说。

此外，曲阜还为所有在食堂吃
饭的老人都做了健康体检，并建立
健康档案和膳食指导单；提供“相
约黎明”服务，由志愿者每天清晨
到老人家上门问候；很多老人反映
理发难，志愿者就定时在食堂门口
支起理发摊“义剪”……现在，曲
阜“幸福食堂”已成为当地撬动农
村养老服务的新支点，形成了“幸
福食堂+N服务”的延展模式。

在威海荣成市，当地也不断给
“暖心食堂”延伸服务，开展起
“餐前一刻钟、温暖老人心”活
动，有条件的村居“暖心食堂”还
安装了电视机、设置了图书角或阅
报栏。在老人就餐前，组织表演文
娱节目、播放主题宣传片、为老人

读报等。此外，荣成“暖心食堂”
在传统节日、老人生日等节点，还
会开展文艺演出、吃长寿面、生日
蛋糕等活动。去年6月，荣成市人
和镇北齐山村联合当地的卫生院，
对全村老人进行了一次体检；又根
据老人身体情况，列出饮食禁忌，
张贴在暖心食堂。

在聊城东阿县大桥镇毕家庄村
的农村幸福院，8位60岁以上的孤寡
和贫困老人一日三餐都来这里免费
吃。毕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毕拥军
说，村里还常叫着留守儿童和留守
老人在幸福院搞大联欢，“老人都
喜欢小孩，特别是一些孤寡老人，
见了孩子一个个笑得和花一样，主
动教孩子包饺子、捏面人。”

>>记者手记

总体而言，全省各地在探索解
决老人“吃饭难”的问题上取得巨
大成效。但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
这种为老人服务的“幸福食堂”模
式，大多停留在有一定经济基础的
地区和村庄，实际运营范围相对较
窄，能享受相关服务的老人数量有
限。虽然部分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
地区和村庄也在推广此类模式，但
资金和人员等压力较大。政府补贴
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捐助的不稳定
性，一直影响着食堂的正常运营。

在资金和人员问题上，建议基
层政府将各部门相关资金统筹使
用，出台更多激励政策，鼓励社会
捐助，形成政府托底、补助机制稳
定长效的资金体系，并适度向经济
薄弱村倾斜；开发志愿服务，放宽
服务人员限制，充分利用困难群众
实现互助互养。运营模式和收费问
题上，应因地制宜，不可一刀切、
一个标准。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
戎宁）10月28日，记者从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
政府日前印发《关于支持八大发展
战略的财政政策》（下简称《财政
政策》）。八大发展战略包括支持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海洋强省建
设、打赢三大攻坚战、打造对外
开 放 新 高 地 、 支 持 区 域 协 调 发
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有
利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
八个方面。

山东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
刘兴云介绍，初步预计，实施上述

政策， 2 0 2 1年省级需要投入资金
1500亿元左右。

“乡村振兴关系‘三农’根
本，是山东农业大省的政治责任。
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注重从
供需两端发力。”刘兴云说。据介
绍，2020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农林水支出1001亿元，比上年预
算增加66亿元，增长7 . 06%。关于
“钱往哪里投”，刘兴云介绍，我
省重点支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纳入涉农
资金整合的约束任务，支持粮食稳
产增产；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
体系等方面。

2021年省级投入1500亿元

支持八大发展战略

老人吃饭困局，山东如何破题
——— 山东“幸福食堂”模式调查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曲阜市石门山镇西焦沟村“幸福食堂”。（资料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少了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山东
是全国老年人口较多、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较重的省份。2019年
底，山东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2325 . 21万，占总人口的23 . 09%。
其中，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超50%。由于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高龄老人和孤寡独居老人的吃饭困境更成
为焦点难题。

近年来，山东多地从解决老人吃饭困局入手，探索解决农村
养老问题，取得成效。日前，农村大众报记者深入济宁曲阜市、
日照五莲县、威海荣成市、泰安新泰市、聊城东阿县、东营广饶
县等地，实地调查解决老人集体吃饭难题的“幸福食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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