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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以来，社区食堂
开门迎客和关门停业的消息
频频出现。据公开信息，北
京、西安、沈阳、杭州等多地
都出现社区食堂停止经营。
有些食堂甚至开业不足两个
月即关门，上百位老人预付
卡无法退款。

记者在中部某省一街道
走访看到，当地建成的 9家
食堂，有 6 家因亏损停业。
进一步了解得知，该省老年
食堂亏损面达到 61.77%。
江 苏 苏 州 共 建 成 助 餐 点
2059个，但实际运营的只有
913 家，其中有一半助餐点
处于亏损运营状态。国家统
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曾对 40
家老年餐桌机构开展典型调

研，结果显示，有55%的食堂
经营机构表示，餐费价格很
难与成本同步，亏损缺口有
加大趋势。

多地社区食堂亏损面占
到一半以上，其中一个直接
原因是，来吃饭的老人没有
预想的多。武汉大学社会学
院副教授王德福向记者介绍
了一组调研数字——苏州老
年助餐服务理论供客量为
12万人，而日均实际服务量
只有 2.4万人；在无锡宜兴，
助餐服务中心（点）日均服务
人数约为 3100人，仅占全体
老人的 1.22%；在山东青岛，
2023 年，985 处助餐机构服
务 95万人次老年人，平均每
处每天仅服务3人次。

开9家亏6家，遭遇生存危机

社区食堂如何叫好又叫座？
“第一批社区食堂已经开不下去，迎来‘关门潮’？”……日前，有关社区食堂遭遇生存危机的消息引发热议。近年来，全国多地出现社

区食堂开办热。据半月谈等多家媒体报道，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新注册的各类社区食堂超过1700家，但与此同时，也接连有社区食堂陷
入运营困境，处于关门停业状态。而记者走访了解到，部分社区食堂因目标群体失准，“福利泛化”，运营和服务效果并不理想，的确有部
分社区食堂停止经营，但也有一些社区食堂“叫好又叫座”。看来，社区食堂要想走得长远，仍需多方努力。

社区食堂既是民生工
程也是民心工程，是政府
为民办实事的生动体现。
所以，社区食堂不仅要办，
还要长期地办下去。

但是怎么办，一定要
有清醒的认知。社区食堂
的定位是为居民提供安
全、可靠又便宜的食物，基
础性普惠制是其特色，标
准过低过高都不符合其定
位。相比于砸锅卖铁、倾
囊相助、一阵风、运动式的
福利，量力而为、细水长流
更可贵。有些地方比拼菜
价、比谁场面大，导致经营
压力大；有些地方拍脑袋

决策，分解指标，明明不具
备条件的也开设了，食堂
经营难以为继。这些都是
导致亏损，偏离民生轨道
的重要原因。

民生不是攀比，不是
比谁定的菜价更便宜，谁
给的补贴更多。好的民生
工程也不能只靠补贴活
着，要能自己养活自己，形
成良性循环。

结 合 多 地 的 一 些 探
索，可看到一些值得观察
的有益做法。比如，社区
食堂由政府选址以及装
修，相关资金由街道承担，
然后交由第三方来运营，

自负盈亏；再比如，充分利
用闲置场地，新建改建社
区食堂，以及按照第三方
评价的不同等级提供运营
补贴和税收优惠。此外，
还可尝试社区居民互助，
爱心企业捐赠等。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
相关部门都需要解决场地
难 题 ，需 要 提 供 政 策 关
照，也需要给予经营者动
态化的补贴。这些问题解
决了，社区食堂才能活得
下去。

需要厘清的是，相关
部门不能给场地、给政策、
给补贴之后就当甩手掌

柜。社区食堂由专业的第
三方来运营，当然符合市
场规律，但是一旦缺乏有
效监督，运营方“一不小
心”就会见利忘义。

正如有专家所称，社
区食堂不能完全靠政府的
各方面大包大揽，不能违
反市场规律。用不计成本
的投入换来所谓的口碑、
美誉，却忽视了内涵，重
名声不重实质，只是政绩
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
程，不是老百姓需要的民
生工程。

（综合半月谈、钱江晚
报、北京晚报、红星新闻）

与此同时，社区食堂
建设热度并未降温。民
政部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
《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
行动方案》，近期目标是
2025 年底实现全国城乡
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
率 实 现“ 较 大 幅 度 提
升”。多省份提出，要实
现市县城区养老服务食
堂“全覆盖”。

一名社区食堂运营负
责人表示，该助餐点服务

人数如果低于 30人，成本
就很难分解下去。“目前
社区食堂建设、运营、服
务都在向财政伸手。”武
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
文表示，各地政府普遍给
予社区食堂一次性建设补
助、运营补贴，“建了没人
吃”会导致财政资金浪
费。“社区食堂如果过于
密集，还容易对社区周边
餐饮店形成挤压，造成新
的就业问题。”

受访专家认为，社区
食堂要贯彻民生保障“基
础性、普惠性、兜底性”原
则。王德福等专家建议，
依据生活自理能力、经济
承受能力等能力指标，对
辖区老年人需求进行科学
评估，不宜以僵化的年龄
标准划定范围，额外新增
更多补贴。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晓慧建
议，改变当前供给格局，

控制集中就餐食堂数量，
侧重发展相对成本低、灵
活性强的送餐服务。

专家建议，对已建成
社区食堂开展全面摸排体
检，缺乏运营条件的及时
撤并或转型。有关部门要
加大对各地老年助餐服务
工作引导力度，防止各地
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为
了政绩搞“福利攀比”，发
掘“少花钱多办事办好
事”的运营经验。

中午 11点多，记者来到
北京朝阳区十里堡北里小
区。导航信息显示，这里有
一家社区居民大食堂。到
达目的地后，记者发现大门
紧锁。从点评网站上的图
片可以看出，之前此处挂有

“社区居民大食堂”的醒目
招牌。不过，如今招牌已经
不见踪影，只剩下社区老年
服务驿站的标识。记者来
到社区，询问社区食堂是否
还开，工作人员答复称“那
儿不干了”。

而在北京劲松五区附
近，美邻社区食堂十分红火，
78 岁的袁大爷就是这里的

“回头客”。
“刚从医院开完药回来，

路过这边顺便吃午饭。”袁大
爷点了份一荤两素的套餐，
有烧茄子、圆白菜炒粉条、糖
醋鱼，加上米饭和汤，总共
20元。“这边菜品都挺适合，
价钱也划算。白天家里人都
上班去了，我要是自己做，又
炸又炖太费劲了，做多了又
吃不完。”

据店长孙洪伟介绍，春
节过后，社区食堂客流量正
在逐渐恢复，一天大约有三
百人，去年高峰期能达到四
五百人。“劲松二区那边还
有一家，2019 年就开了，面
积虽然小点，但人气也一直

很旺。”
“当时街道给了我们一

些闲置低效空间的经营权，
究竟引入什么业态，要听居
民的。我们发放了两千多份
问卷，列了二十多项业态供
大家选择，最后社区食堂排
在前三位，可见需求还是很
强烈的。”作为劲松街道引入
的社会资本，愿景集团事先
进行了大量调研，相关负责
人刘楚告诉记者，“考虑到社
区老人比较多，社区食堂在
菜品上尽量少油、少盐、少
辣，价位也相对实惠。”

“社区食堂之所以能够
顺利运转，离不开街道的大
力支持。”刘楚谈到，由于劲
松二区那边用的是街道拿出
的闲置低效空间，愿景集团
投资改造后交给第三方，收
的租金相对便宜，有效降低
了运营成本。

“要想让社区食堂实现
‘微利可持续’，长期健康运
营，还需要建立自我‘造血’
机制，坚持专业化的市场运
营，通过开源节流，在细节上
不断优化，满足居民的多元
化需求。”刘楚还提到，居民
对于社区食堂最关心的还是
食品安全卫生，这也需要相
关部门做好配套的监督管
理，科学稳妥地把这件民生
实事办好。

社区食堂当远离面子工程

多地社区食堂亏损一半以上

有的黯然退场 有的十分红火
政策攀比易致“福利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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