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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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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眼

又到橘红橙黄、金桂飘香时。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也是全国第11
个老年节。聚焦老年人的急难愁盼

问题，近年来上海的养老硬件服务

水平日趋完善。面对老龄化社会空

巢老人、独居老人、患阿尔茨海默病

的老人等逐渐增多的趋势，关爱老

人，更需从“心”开始，让他们安享身

心愉悦的高品质晚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敬老爱

老，从来不只关乎小家。在洋泾街

道有一家“记忆咖啡馆”，咖啡师们

是一群有认知障碍的“老宝贝”，在

志愿者的悉心指导下，许多人已能

制作出香浓可口的美式、拿铁咖啡

等。如今，这样的记忆咖啡馆并非

只是“盆景”。

作为上海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

设的又一探索，今年重阳节前夕，浦

东“记忆大篷车”开进社区、开到老

年人的“家门口”。各街镇结合自己

的地域特色，开发出沪语文化、非物

质文化遗产“编织带”等认知障碍科

普材料和干预工具，为老年人和家

庭提供社区支持。走出家门，社会

各方奉献爱心和理解，成为老人们

对抗“遗忘”的利器。

今年3月，上海市统计局发布
了2022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结果：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中，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5%，65岁及以
上人口占比18.7%，两个比例无论
数量还是增长速度均高于2021
年。根据国际通行关于老龄化社会

的划分标准，上海已经步入中等老

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

加深。

对于离开熟悉生活环境和亲人

的养老院老人而言，孤独和寂寞是

许多老人面临的精神困境。重阳节

前后，各种关爱活动层出不穷，捐赠

物品被纷纷送入养老院。但对于老

人而言，春风化雨的长情陪伴和关

怀往往更为贴心、暖心。

关爱老人是永达公益基金会的

“两大关爱”内容之一，该基金会已

连续6年开展重阳节敬老慰问活
动。今年重阳节，除了送上“重阳关爱大礼包”外，永

达公益基金会还为近200家养老机构订阅了2024年
度《新民晚报》，为老人们送去物质精神“双关爱”。

上海青墩养老院的老人们为此专门成立了读报小

组。“每天下午常有老人到门口问‘今天的晚报来了

吗’，等到报纸来了，大家都想先睹为快，生活增加了

不少乐趣。”这家养老院的老人周阿姨说。

除了身体疾病，心理问题也是不少老人走向暮

年的“天敌”。近日，康桥镇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对社

区居民开放。该中心专业心理师表示，不少老人总

觉得身体不舒服，到了医院又检查不出任何问题，这

也是一种疾病，名为“疑病症”。如果有更多社区拥

有这样的心理服务中心，配备专业设备和心理辅导

师，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舒缓老人的心理压力，

打造家门口的“心恬地”。

养老问题，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尊老敬老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从老有所养到老有“善”养，需要满足老人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才能让老年人的“养老愿

景”变成“幸福实景”。

用餐需求出发
六个维度评价

本次调查对象为最近2个月中接受
过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的本市常住60周岁
以上老年人，采用拦截面访开展，实际回
收有效样本共计2469份。调查从老年人
用餐需求角度出发，分别从环境设施、食
品安全、人员服务、菜品质量、价格、送
餐服务六个方面衡量社区老年助餐服
务水平。
调查结果显示，本市社区老年助餐

服务的总体水平得分为90.03，其中，市
区社区老年助餐服务水平得分为87.58，
低于郊区社区老年助餐服务水平
（92.56）。从 6个维度看，送餐服务
（96.89）、食品安全（96.31）和人员服务
（90.47）得分较高，价格（85.40）、环境设
施（86.47）和菜品质量（87.01）得分相对
较低。
除食品安全之外，郊区其余五方面

得分均高于市区，其中对价格的评价差
异最大，相差10.36。

送餐评价最高
设施可更适老

在各维度中，送餐服务评价最高，食
品安全和人员服务的评价也都超过90，
相对较高。
在环境设施方面，监督信息公示

（95.89）、餐具清洁卫生（90.19）评价结果
较高，步行距离（74.66）得分较低。10分
钟以内步行距离的设施占比，市区和郊
区均在55%左右，但市区步行15分钟以
上的占19.0%，郊区仅占6.2%。
在适老化服务设施方面，74.4%的受

访者认为都挺好，8.2%希望增加或改进
洗手池设施，7.7%希望增加或改进防滑
脚垫。市区老年人关注防滑脚垫
（10.5%）、洗手池（6.2%）和标识清晰

（4.3%）的比例较高，郊区老年人关注洗
手池（10.3%）、坐厕拉杆（6.7%）和餐具
（5.1%）的比例较高。

从饭菜质量来看，郊区得分高于市
区，其中饭菜的可选择性差异较小
（3.84），保温情况的差异较大（5.00）。

老年人吃饭注重实惠。从价格来看，
价格公示（98.28）评价较高，每餐费用
（69.57）评价较低。市区10元以内的为
1.3%，11—20元的为26.3%，21—30元的
为47.5%，31元以上的为24.9%；郊区10
元以内的为28.5%，11—20元的为63.1%，
21—30元的8%，31元以上的极少。

优化网点布局
加大补贴力度

调查方认为，综合调查发现，助餐点
距离远近、助餐价格、饭菜品种、服务主
动性是老年人普遍比较关注的几个方
面，政府部门需持续优化网点布局、加大
扶持补贴力度。

从全市场所设施分布来看，仍存在
区域点位分布不均衡、辐射效应不明显
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助餐布局服务网，
以社区长者食堂为核心，吸纳如社会餐
饮企业、照料中心助餐点等场所，为老年
助餐服务提供场所和资源，采用场地租
赁、引导改造等方式，织密服务设施及资
源网。
在资金方面，调查显示，各区对老年

人助餐补贴力度各不相同，郊区的力度
普遍大于市区，存在不均衡的情况。应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对养老助餐运营主体
的补贴，包括对建设初期的场地、设备等
的补贴和运营过程中对服务总量的补
贴。此外，要继续通过对老年人不同程
度的助餐服务补贴，提升老年人使用老
年餐桌的积极性。加大力度用政策保障
发展，落实助餐服务场所的各项优惠政
策，利用好财政资金、福彩公益金、社区
发展基金等，推动助餐服务良性发展。
老年人吃饭，价廉物美是最大的吸

引力。而社区助餐服务机构也面临破解
利润薄、经营难的问题。对此，调查方认
为，应精细化控制成本，省去供应链环
节，选购价格最合理的食材，严格管控食
材损耗，减少冗余浪费；在配送环节，数
字化管理平台应根据每日配送地点的变
化，实时匹配骑手并调整系统路线，利用
算法规划出“最优路线”；加强社会合作，
鼓励更多养老机构供餐向社区拓展，引
导和支持酒店、医院等驻区单位及社会
餐饮企业参与助餐服务，鼓励中央厨房、
餐饮企业等通过购买服务、承包经营等
合作模式，助力社区老年助餐服务。
此次调查还收集了老年人的意见和

建议。不少被调查者提供了可供改进的
方向，如“对专设高龄老人就餐区域”“无
糖饭菜应有标识”“口味上可更贴近本地
口味”“节假日希望照常营业”等。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今年4月，万
里街道香泉片区助
餐点升级为普陀区
首个智助社区老年
助餐点。助餐点
通过引入智能设
备，实行按需取
餐、一菜一价的自
助模式。每餐供
应10个菜品，每周
更换菜谱，受到居
民欢迎。

图为社区老人

自助选择所需菜品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申城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现状调查:总体水平得分90.03

就餐喜欢 价格盼更就近 实惠
今天是重阳节。上海是中

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为了让老年人安享“舌尖上的幸

福晚年”，上海持续推进“社区老

年助餐服务场所”建设，截至

2022年底，已建成1608家社区

老年助餐服务场所，今年更是首

次将建设社区长者食堂列入为

民办实事项目，明确“新增40个

社区长者食堂”。

社区助餐服务是否满足老年

人的用餐需求？对此，10月，上

海市质协用户评价中心在全市开

展了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现状调

查，并于今日发布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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