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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已经开着助老送餐车出发为腿脚不方便的老人上门送餐。

11 时左右，一些老人带着饭盒来这里将菜打包带回家，还

有一些老人则在旁边的日间照料中心，慢慢吃着健康又美味的

午餐。

据介绍，助老餐每天的食谱都会翻花样，一顿饭有一大荤、

一小荤、一素、一汤。“这里吃饭很方便，菜每天都换，味道

很不错，饭也软糯，符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而日间照料中心

里还有休息室可以午休，也能扦脚，身体不舒服了还会请医生

过来帮我们看病，让我们老年人感受到特别温暖。”一位前来

打饭的老伯告诉记者，他已经在这里吃了 8 年多的饭。

随着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服务领域面临的

考验和挑战也越来越大。尤其在寸土寸金的静安寺街道，老龄

化程度高达 42%，且高龄老人众多。如何解决养老需求和场地

资源间的矛盾，静安探索出了一条“没有围墙的养老院”道路。

“静安寺街道是上海较早启动为老助餐的社区之一。”静

安寺街道青凤老年生活护理服务中心主任方佩儿告诉《新民周

刊》，助餐服务一直以来都是街道为老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

位于同一个弄堂内 52 号的乐龄生活馆，虽然只有三个小房

间，但却是静安寺街道为老服务的大本营。

“2006 年，区里找到我，让我接手青凤服务社，也就是静

安寺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原型。”方佩儿告诉记者，当时

她做了 3 个社区 280 位独居老人的用户调查，发现 17% 的老人

面临吃饭难问题，“不是说老人完全没法烧饭，而是一个人烧

饭浪费大。烧了吃不完，那么老人总要打扫剩饭，吃不到新鲜的”。

于是，依托静安寺街道同心家园区域化党建平台，社区单

位共建参与，华东医院职工食堂最早成为街道乐龄供餐单位，

并一直支持至今。随后，美丽园爱心食堂、孙克仁敬老院也先

后成为街道助餐后援单位。怕老人一个口味吃腻，3 家供餐单

位还轮换为不同助老服务站供餐。后来，吉祥馄饨、上海戏剧

学院学生食堂等也加入进来，老人们的餐饮更丰富了。

一天三顿，全年供应；春节、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更有

节令餐点为用餐老人过节。统计显示，开展助餐服务至今，静

安寺街道已累计供餐达 408 万余份，年供餐量从一开始的几万

客，到 2018 年供餐 42 万客，共服务老人 71.7 万人次。

除吃饭外，静安寺街道为老服务团队对每一位老人的困难、

需求都入耳入心，并有针对性地设计服务项目。目前，站点为

老年人提供包括助餐、助浴、理发、扦脚、洗衣等 60 余项生活

服务。

 “老年人的服务，最关键的还是就近和便捷。”方佩儿表示，

多年来，静安寺街道依托社区资源，积极打造以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为核心，乐龄生活馆为平台，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和乐龄

家园助老服务站为支撑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居家养老服务网络的构建，不仅极大地满足了老年人对养

老服务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而且服务的便利性相

较以往也大大提高。截至目前，静安寺街道已在其 11 个居民区

内设立了 7 个乐龄助餐点，将原本的“10 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直接嵌入居民区，让老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服务，也让老人的

晚年生活“含金量”更高，幸福感更强。

13 年来，静安寺街道逐步建立起“乐龄”为老服务的静安

品牌。如今，几乎每位乐龄生活馆的工作人员，都能准确地说

出任何一位来往老人的名字，包括住哪号楼、爱吃的食物等等。

老人们评价这里的工作人员：耐心，专业，像自己的儿女。

记者从静安区民政局了解到，截至 2019 年 7 月，静安区共

有社区长者照顾之家 16 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19 家，老

社区老人在静安寺街道愚谷村助餐点享用华东医院职工食堂提供的乐龄午餐。 社区老人在家接受助浴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