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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每月给我们补
助，经济上还算过得去。”
叶丽萍说，父母年纪大了
又患病每天都要吃药，弟
弟多年没有行动能力，需
要她每天照顾。一家人希
望安置房能早日建好交
付，能有更好的生活环
境。记者了解到，叶丽萍
的前夫由于不堪家庭困难
早已离去，一家的重担压
在她一人的肩上。

连日来，海都记者走
访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
局等。据介绍，相关部门
均已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给予叶明鸿一家最大的帮
助，同时也将其列入重点
服务对象，尽力帮扶。

海都记者了解到，该
片区正在建设的安置房预
计明年初验收，拱辰街道
办也表示将加快推动项目
建设，尽快让安置户回迁。

关于“成人小饭桌”的
合法性经营问题，有律师
表示，“成人小饭桌”大多
是家庭式的，在小规模经
营且受众极少的情况下，
小饭桌提供者与消费者之
间可以视为买卖合同的关
系，小饭桌提供者提供安
全卫生的饭食，消费者按
月支付饭钱。但如果“成
人小饭桌”提供者开始进
行大规模经营，就要取得
相对应的经营许可，保证
依照食品安全法和《食品
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进行经营。
如果是以盈利为目

的，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且
已经涉足餐饮行业，根据食
品安全法和《食品经营许可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从
事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法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因此，
成人小饭桌在没有取得经
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可能涉
嫌非法经营。除了不具备
相关资质以外，可能还面临
消防安全不达标，或者其他
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食品报）

蜗居4年 八旬老兵盼新居
自2020年老家拆迁，莆田的叶明鸿老人和一家人“挤”在小屋，因患病出门艰难；

部门表示，在政策范围内给予最大帮助，加快安置房建设

“成人小饭桌”为何吸引年轻人
记者走访发现，满足物美、价廉和方便三重因素，成其优势所在

4月1日，又到去医院复查拿药的日子。叶丽萍用轮椅推着年近八旬的父亲，先轧过一
段泥土路，再上一座小桥，到了大路，幸运的话能叫到一辆车，有的司机见轮椅麻烦就不接
了，便只能推着轮椅前行。如今这位老人连站立都困难，可在50多年前的战场上，他娴熟地
驾驶卡车躲避炸弹，屡屡把重要物资送到一线，荣获三等功……

老人叫叶明鸿，2020年老家拆迁后，一家五口住进拥挤的临时安置地，生活十分不便。

叶明鸿出生于莆田荔
城，他育有两女一儿，遗憾
的是，儿子幼时因一场高烧
导致脑瘫，变成一家人的重
担。他的老宅位于中心城
区潭头桥 36号，是 200多平
方米的两层房。2020 年老
宅拆迁，叶明鸿一家临时安
置在一栋民房里，生活环境
变得拮据。

日前，海都记者随热心
人士来到老人家中。远远
看去，老房被一片荔枝林掩
盖，通过一座小桥方可抵
达。而在不远处的建筑工
地，安置房正在建设。也因
为施工，仅有这条小桥可通
行，这栋民房是城区的一座

“孤岛”。海都记者看到，
这栋民房虽有三层，却住着

三户十余人，屋内杂物众
多，十分拥挤。

叶明鸿的大女儿叶丽
萍告诉记者，她和父母以及
脑瘫的弟弟住在一楼的房
间，她儿子住在楼上的另一
个小房间。虽说是卧室，但
记者在一楼的房间看到，里
面既有“厨房”，又有“饭
桌”，还摆了两张床，拥挤

不堪。
与记者交流时，叶明

鸿显得十分困难，多数情
况只能点头、微笑示意。
他患有神经官能症、高血
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如今每天都要吃药，定期
还得跑医院，由于居住地
交通不便，每次出门都很
艰难。

1963年，年仅 19岁的
叶明鸿参军，在当时的高
炮某师当汽车兵。1966
年 8 月，叶明鸿随部队作
战。年近八旬的叶明鸿回
忆，作为汽车兵，参战时要
把车上的物资看得比自身
性命还重要，及时且迅速
开着军车转移阵地，有时
还要拉伤员去抢救，不断
往返阵地一线，直到赢得
战斗胜利。

1967 年 6 月，叶明鸿

和战友归国，退伍后，他
还曾在兵工厂服务过，
晚年从三路鞋业集团退
休。

叶明鸿的三等功证书
上写着：“在执行任务中，
英勇顽强，继承和发扬了
革命硬骨头精神。”在老人
拿出的一叠老物件中，有
几张斑驳的照片，都是离
别时战友互赠的照片，背
面写着“送给老班长留念，
战友刘家禄”等。

N海都记者 林养东
通讯员 翁志军 文/图

老兵身患多种疾病，四年来“挤”在闹市小屋

他19岁参军
曾出生入死荣立三等功

拱辰街道办：
尽快让安置户回迁

“小饭桌”最初是中小学校周边的常见业态，通常存在于为放学后的中小学生们
服务的托管班，部分托管班提供辅导功课的帮助外，还会为孩子们提供饭食。去年下
半年开始，社交平台上掀起了“成人小饭桌”的热潮，那么在福州是否也存在“成人小
饭桌”呢？“成人小饭桌”为什么会成为年轻人的新选择呢？

“上班期间，我几乎都
是点外卖。”结束了上午的
工作，从事新媒体工作的许
女士快步到楼下取外卖，一
荤两素一汤就花了29.8元。

她工作的新华都大厦
位于福州市五四路商圈，虽
然附近商家很多，选择很
多，但她的休息时间只有一
个半小时，遇上用餐高峰

期，排队也要花费时间，根
本来不及吃，因此选择了点
外卖。“但多油腻、重口味，
吃久了就腻。”

记者采访发现，像许女
士这样为“吃”发愁的“打工
人”不在少数。

“公司附近的外卖都已
经吃腻了，一个人做饭太麻
烦了。”市民顾先生表示，现

在很多外卖都是预制菜或
者料理包，价格也不便宜，
味道一般，而且不太健康。
而“成人小饭桌”的饭菜干
净又健康，价格也跟外卖差
不多，每天还能准时送达。

同样作为“小饭桌”热
爱者的李先生表示，为了吃
得健康，他上班时自己带
饭，在网上找了一些菜谱学

着做。开始时他还试图做
到营养均衡，但购买食材、
准备食材、烹饪，整个过程
让他感到筋疲力尽。不过
后来经朋友推荐尝试了“小
饭桌”，发现不仅符合自己
的口味，还比自己做饭方便
便宜，便成了“小饭桌”的忠
实粉丝，也会把“小饭桌”推
荐给朋友们。

不少人从年轻人“吃饭
困难”的痛点中嗅到商机，
在自家办起了“成人小饭
桌”。

在福州工作的黄女士，
去年 7月辞去了酒店工作。

“去年 10月 25日开始营业，
一开始每天只有 5单，随着
客户的认可和推荐，订单量

不断增加，现在已经稳定在
每天50多单。”黄女士说，目
前主要在闽侯大学城附近，

“成年小饭桌”客户群以学
生为主。

宝妈陈女士一边当着
家庭主妇，一边做起了“小饭
桌”的生意，到现在已经小半
年了。每天早上，陈女士送

完小孩上学，需立即前往市
场采购新鲜食材。她的“小
饭桌”全天接单，不过由于根
据订单数量去采购，所以需
提前一天预订。如今在社交
平台上，陈女士经营的小店
账号日常更新她备菜、炒菜、
装菜和配送的过程。

记者发现，陈女士的小

店一餐 28元、包周 138元看
似价格与外卖差别不大，但
菜品一般为两荤一素一汤
一饭后水果，且制作过程及
食材透明、饭菜干净又健
康、距离家和单位近，可以
同时满足物美、价廉和方便
三重因素，这成了“成人小
饭桌”的优势所在。

“成人小饭桌”解决用餐痛点

职场“打工人”每天为“吃啥”发愁

N海都记者 林涓
实习生 林昆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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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既是卧室，也是厨房和餐厅

▲

叶明鸿老人（中）和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