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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 ! ! !“杨老伯，饭菜送来啦！”每天中午 !!时许，
金山区朱泾镇临东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谢炳芳总
要敲开临源一村某号 ""岁杨建中老人的家门，
老杨从居委干部手中接过热腾腾的饭菜，高兴地
享用起来，连声称赞：“好吃！”

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发展脚步的日益加
快，社区独居老人和孤老越来越多，他们的饮食
起居无人照顾，一日三餐成了大难事。作为金山
区唯一一个上海市“镇管社区”试点镇，如何让老
人吃上热菜热饭，成了近年来金山区朱泾镇党委
政府努力的方向。镇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居民区一
线，与居民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聊天，集民智、听
民需，最终决定通过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的方式，
请镇上的广缘大酒店为 "#周岁以上有就餐需求
的老人烹制饭菜，并由居委干部负责送餐。这让
一句“群众动动嘴，干部跑断腿”变为现实。

如今，每周一至周五，一到中、晚餐的饭点，
居委干部送餐忙成为了朱泾镇各大居民区一道
别样的风景，虽然脚下匆忙，额头渗汗，这一份神
圣的使命还是让居委干部们乐此不疲：“能让老
人们都能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菜，我们高兴！”

近日! 天津市一社区的居民在家只需在电视

机前轻轻点击遥控器! 一顿可口的饭菜就会送上

家门" 电视点餐系统的开通为那些不便外出的老

人解决了吃饭难题" 上海的不少街道社区也已经

有了此类服务"日前!杨浦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还

组织了#杨浦区为老助餐服务安全生产劳动竞赛$

活动% 老龄社会中!老人吃饭难是个老问题!为老

送餐服务应运而生"送餐会碰到什么问题&众口难

调如何解决&老人对这项服务还有何建议&我们请

老人和服务者们一起来议一议%

饭香也怕巷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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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强

村里送的饭!很合口
黄亚娟（口述） 咸明（整理）

银色专列

老少咸议

为老送餐
要还是
不要？

为孤老送餐!是她的事业
若然

政府购买服务 为老送餐到家

谭淑君 居委会要发挥联动作用
顾卫良

! ! ! !早就听说本市不少社区都有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
餐上门的服务，很受欢迎。但一些有需求的老人，求助
于这项惠民措施时，却没了头绪：因为这些老人和家属
对本地区的爱心助餐项目了解甚少，都不知该到什么
地方去申请登记。最近，我为家中老人落实爱心助餐的
过程，颇费了一番周折。
我们家中的一对老人是与子女分开住的。最近，老

母因病住院，没人照料年逾九旬的父亲，父亲的生活一
下子被打乱了，特别是一日三餐，平时都靠我母亲安
排，如今吃饭成了大问题。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无法
顾及那么多。于是，我们想到了社区里的爱心助餐。因
为不住在同一地区，我问我父亲：“你们社区有没有这
惠民措施？在啥地方登记？”老人讲不清楚。我只好自
己抽时间去寻觅。先找到宜川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办事员说要到地区老年协会去问。七转八弯，我终于在
宜川一村小区里找到了社区老年食堂，与工作人员一
交流，我才知道，这里的送餐服务已有好几年，主要针
对本地区行动不便或有助餐要求的老人。由专人专车
负责送上门，且目前主要供应午餐，如有需要也可一次
送两餐。家中老人的就餐问题迎刃而解了。

高兴之余，我想到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在社区办了
好几年的老年食堂和爱心助餐服务，却有很多老人不
知？不可否认有些孤寡独居老人，由于长期独居，对外界
了解甚少。面对这一特殊群体，我们社区的一些部门能
否把好事办得更完美些？比如居委会常深入居民家中，
及时了解掌握辖区内有此需求的老人，主动帮他们解决
问题。同时，有关部门也应加强社区老年食堂的宣传，做
到家喻户晓，老少皆知。“饭香也怕巷子深”，该吆喝的要
吆喝，让一些为老服务的措施惠及更多老年朋友。

! ! ! !

! ! ! !我是横沙乡丰乐村 $$岁独居老人。每年夏天，一
天三顿饭吃得安不安全、舒不舒服是我头疼的事。不
过现在好了，村里给我们 "# 岁以上的老人送餐，一
日三餐，吃得很卫生，每顿菜式不一样，两荤两素，很
合口味。

中午 !!点不到，送餐服务员把饭菜分装好后，就
送来我家。今天中午有百叶包肉、番茄炒蛋、烤麸、紫菜
汤，营养丰富，也符合老人的口味。夏季的饭菜相对比
较清淡，送餐员说，天热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不容易
消化。

我手脚不便，子女都在外打工，我的一日三餐一
直是他们的牵挂。村里的爱心助餐服务，解决了子女
的后顾之忧。我们村的村干部常到老百姓家走走看
看。还记得 %年前，村干部在走访中发现，村里有不少
空巢老人，吃饭是个问题。于是，他们想办法和别人合
作，为村里 "#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一日三餐，送服务上
门。这项服务每个月需要 &##元钱，村里每个月补贴
'##元的餐费，我们只要另外付 (##元。我听
说，我们吃的米、蔬菜、肉都由村里的合
作社提供，保证安全新鲜。

! ! ! !为失去或正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提供送餐服
务，我绝对愿意，也做过，因为我家的老人也面临同样的
问题：七老八十的人，让他们每天为买汏烧操心，实在说
不过去。现在的老人，大都不跟子女过，也请不起保姆，像
买菜做饭这种每天必须操作的杂事，确实让他们力不能
及。用社会力量帮他们解决，是个非常好的方法和途径。
暂且不说老人对送的餐对不对胃口，就说我们想做这件好
事的餐饮公司来说，碰到的最大问题是：送餐点分散———
一个居民区如只有三四份，那么多小区兜下来，人力成本
太高，工作效率也不行，最后一个送到的，恐怕肚子要饿得
咕咕叫了。数量上去了，事情就好办了。所谓薄利多销嘛。
因此我建议，居委会要在这件好事上多发挥作用，一是多
宣传送餐服务的好处，让老人改变观念；二是多摸情况，
争取更多份额，使这项服务良性循环；三是多帮助我们收
集老人对于菜肴的要求，最好能细化到每家每户，以便我
们按需定制（像病号餐）。只有这样，送餐服务才能提高、
发展、持久。至于我，在这儿表个态，不求太大回报，只要
不亏就行。因为我是把为老人送餐看作做公益。请有意者
和我们公司联系，我们一起商量、研究、解决。

'作者为上海福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 ! !在金山南圩居民区，生活着一位平凡的孤老———)'

岁的范亚芳，她是邻居们艳羡的“福气人”。爱心店主欧
阳英 !!年的贴心关怀，令老人的晚年备感温馨。“怎么
样，咸不咸？”“不咸，正好。”看着范阿婆大口吃着热乎乎
的汤饭，一旁的欧阳英掏出手帕为老人擦拭嘴角的汤
汁。这温馨的一幕，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范阿婆家。这两
位主人公毫无血缘关系，出于一份爱心，欧阳英每天一
日三餐送饭上门，更出于一分不忍，一送就是 !!年，她
用温暖的力量融化了老人内心的孤独。

欧阳英是当地一家餐饮店的老板娘，与范阿婆结缘
是个偶然。!))$年，欧阳英在南圩居民区开了一家名叫
可鉴的小吃店。她常看到一些老人，或孤零零一个人吃
饭，或因为舍不得三元、五元，进了店又转身而出。欧阳英
是个“大块头”，嗓门也“豪放”，却心地善良。她决定凭己
之力，为居民区的老人做点好事。欧阳英把想法告诉了
居委干部，并了解到小区里有一男一女两位困难孤老，
均无儿无女，吃饭常瞎凑合，急性子的她坐不住了，拉着
居委干部就去拜访两位老人。“我记得当时范阿婆紧紧
拉住我的手，嘴里一直叫着‘妹妹，谢谢’。”!!年前初次
见面时的场景，欧阳英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就是那句
话，让她暗暗下了决心，送餐上门，而且要送最好的。
就这样，欧阳英开始了送餐行动。少油、少盐、少糖，

明日早饭小笼……每天，她都要在随身的记录本上写上
这么几笔，对老人的饭菜，她总是加了很多心思，一点也
不马虎。每天早中晚，一到饭点，她比闹钟还准，有时实
在忙，抽不开身，就委派店员送餐，她总要反复叮嘱，生
怕做得不到位。一年又一年，男孤老辞世，欧阳英就把双
倍关心加在范阿婆身上，阿婆想吃什么，就满足什么。
“我会一直送下去！只要小店开一天，这份‘事业’就不

会断。”在欧阳英心中，为孤老送餐，已是她的一份事业。

道德讲堂颂扬古稀志愿者

!月""日!普陀区长征镇道德讲堂给辖区居民介绍了

一位年过古稀的热心志愿者巴鼎元的故事"巴鼎元不是居委

干部!却几乎每天都到居委报到#不是楼组长!但楼上楼下哪

家有事都会找他#不是党员!可居民总爱找他商量事"他为小

区出谋划策!是小区活动和琐事中不可缺的中坚力量" !丛歌"

杨浦举办居家养老技能培训

日前! 杨浦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组织各街道镇近

#$$名社区助老服务员举行居家养老服务员岗位技能培

训!培训围绕养老护理职业道德$护理基础知识$信息化

%两卡两机&操作$消防安全知识等内容!旨在提升社区助

老员的服务技能!推进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化" !魏鸣放"

乡下老伯办军用模型展

近日!嘉定区安亭镇老人张国荣举办了一次%海陆

空&军用模型展" 张国荣是一位种过田$做过工的退休老

人!几十年来迷恋我国各时期军用模型的制作!前不久!

他完成了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的制作" 这些海

陆空军用模型!如今%停&满他家整整三个大橱。!刘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