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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门社区长者食堂里
不少人在用餐

长者食堂出现
福州多个长者食堂开辟新道路，越办越红火，也有部分长者食堂“歇业”；

业内人士建议，长者食堂可积极尝试转型和升级

长者食堂出现“冰火两重天”
福州多个长者食堂“歇业”，也有部分长者食堂开辟新道路扭亏为盈

长者食堂作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需求量较大的一项服务，在满足老年
人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月，沈阳两家社区食堂开业不到两个月就宣
布闭店，消息一出便立即引发网友热议。两家食堂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解释说，食堂关门的主要原因是亏损严重。

自去年起，全国各地就掀起了一股“长者食堂”热潮，福州也是如此，新店
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社区食堂屡次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如今，福州虽有部分长者食堂因出现经营问题歇业，却也有
多个长者食堂开辟新道路，不仅赢利，还扩张经营，越办越红火。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长者食堂可积极尝试转型和升级，延伸出更多可
赢利的业务线，挖掘更多的客群。

“依靠补贴无法长久
经营。”社区食堂经营者
赵先生介绍，目前在政策
支持下，运营成本的确有
所降低，但仅仅依靠这
些，食堂赢利仍十分困
难，还是需要不断创新拓
展业务。

长者食堂的经营究
竟难在哪？一位运营养
老服务中心的业内人士

称，食堂选址、经营模式、
菜品口味、用餐体验、服
务程度等都决定了一家
长者食堂能走多远。尤
其是社区长者食堂具备
公益属性，经营者要面
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
何做到可持续经营需要
不断探索。一些经营者
积极尝试食堂转型和升
级，延伸出更多可赢利

的业务线。
他表示，杭州的一些

社区食堂已经植入了点
心烘焙、咖啡等食堂附加
功能；成都也有社区食堂
支持居民定制食谱、预约
菜品。社区食堂可引入
更多的网红餐饮品牌合
作，吸引年轻群体，使受
众逐步转向“全龄”，挖掘
更多的客群。

在鼓楼区军门社区长者
食堂里，记者看到不少老年
人和年轻人正在享用午饭，
没多久部分菜品就被打了个
精光。与记者 8月份走访时
不同的是，这个食堂的规模
比当时扩大了不少。

据东街街道工作人员介
绍，11月，军门社区将长者食
堂从原先 130 平方米增至
320平方米，此次“扩张”不仅
为市民提供了更为宽敞的用
餐环境，还实现了长者食堂
与学堂的完美融合。更大的

场地不仅提供了更为舒适的
用餐体验，同时也方便了各
类活动的举办，为市民带来
便利。

除此之外，庆城社区长
者食堂和乌塔社区长者食堂
也开始突破“线下门店”的局
限性，开始登上外卖平台，提
供外送服务。

庆城社区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长者食堂开业运营
后出现了亏损的状况，社区
和食堂运营企业为了能够长
久经营，便开始拓展经营模

式。“我们对社区周边进行走
访，多渠道呼吁群众来长者
食堂用餐，他们在吃到实惠
饭菜的同时，也是在帮助老
人们享受福利。”

上述负责人还说，如今
长者食堂可以做到每天有十
多样菜品，中午用餐人数可
以达到 230 人左右，仅年轻
人就有60人左右，11月上线
外卖平台至今，每日平均订
单量也有 20 多单。“食堂已
经从以前的亏损，转化为略
有盈利了。”

八旬的陈大爷家住台江
区嘉园邨小区，他每天上午
都会坐在小区柴火间前面晒
太阳、闲聊。陈大爷回忆，社
区长者食堂刚开业时有很多
老人慕名“尝鲜”，但是没多
久就都不去了。

陈大爷表示，眼前所谓
的长者食堂其实就是一个取
餐点，有老人订餐就有人推
着板车进来配送，不仅菜色
单一，价格也不会便宜很多，
除了距离近以外，没有其他

优势。
随后，记者走进了嘉园

邨里的西洋社区长者食堂。
不锈钢快餐柜、消毒柜、整齐
的桌椅……这个不大的食堂
里“硬件”俱全，可是在饭点
却没有来用餐的老人。西洋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长
者食堂经营上出现了问题，
所以暂时关门。

连日来，海都记者还
在午饭点，走访了仓山区
凤泽社区长者食堂、银桥

社区长者食堂、下藤社区
长者食堂、台江区三保社
区长者食堂、晋安区三木
社区长者食堂等多个社区
长者食堂。

几家长者食堂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荒废”，有的食
堂已经“易主”成了居民房，
有的变成老人活动中心，无
一在饭点敞开大门。相关社
区的工作人员均表示，如果
有用餐需求，要提前预订，预
订后可以统一领取。

部分长者食堂“歇业”

多家长者食堂“扩张”

□讲述

食堂需“升级”
受众变“全龄”

凤泽社区长者食堂内
满是休闲健身器材

N据新华社电

记者 27日从教育部获
悉，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发
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
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办公厅日前联合印
发通知，进一步规范义务
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工作。
通知提出五个“严禁”：严
禁随意扩大范围、严禁强

制学生参加、严禁增加学
生课业负担、严禁以课后
服务名义乱收费、严禁不
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人员进
校提供课后服务。

通知明确，学校课后
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及完
成国家规定课程和学校教
学计划之后。学校为学生
提供的早到校看管和自
习、午餐午休看管、晚自习

等服务不得纳入课后服务
范围。

通知要求，学校开展
课后服务要充分征求家长
意见、征询学生需求，主动
向家长告知服务方式、服
务内容、安全保障措施等，
由学生和家长自愿报名、
自主选课。

通知提出，要因地因校
制宜，开设丰富多彩的德

育、体育、美育、劳动、阅读、
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
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
锻炼的时间，为有需要的学
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
展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
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
新课或集体补课。

通知要求，不得以课
后服务名义擅自增加收

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
不得违背学生家长意愿
强制收费或捆绑收费，不
得通过家长委员会、第三
方机构等收取课后服务
费。地方和学校要按本
地区规定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减免课后服务相
关费用。学校要严格执
行收费公示制度。

通知提出，要建立第三

方机构进校园遴选审核机
制，形成机构名单、服务项
目及引进费用标准，加强日
常监管并建立动态调整机
制。要建立校外引进人员
资格审查机制。

根据通知，各地要对区
域内课后服务实施情况进
行全面排查，调整完善相关
政策措施，并于 2024 年春
季学期起正式实施。

四部门对课后服务提出五个“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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