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一到饭点，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每个村（社区）的

老年食堂内总是热闹不已。整洁的餐桌，热腾腾的

饭菜，消毒碗柜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65岁以上的老年人陆

续来到餐厅，围坐在桌前，高兴地吃着荤素搭配、营养健康的

可口饭菜，享受着“饭来张口”的幸福。

”在暖泉镇乾村，74岁的刘润
龙大爷手捧一大碗面条，吃得舒

爽。“土豆片炒肉，西葫芦炒鸡

蛋，青椒木耳熘肉片……这么好

的饭菜，中午 2元、下午 1元，我
们一天才出 3元钱。”老人笑着
对记者说。

在过去，吃饭是让刘润龙大

爷犯愁的事。年迈的他常常是

“煮一锅饭吃一天，炒两个菜管

三餐”。而刘润龙老人的“吃饭

难”，也是不少农村留守老年人

的难题。

如何让这些农村老年人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

有所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

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

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中阳县从最小处入手，从最

实处做起，去年以来，探索实施

“千万养怡”助老项目，通过打造

城市中心养老院、城市社区老年

餐厅、行政村日间照料中心、行

政村幸福小院、自然村好邻居助

老小院，为全县 82个行政村（社
区）、13 个社区、36 个自然村的
65岁以上的农村留守老年人、独
居老年人及生活困难老年人等

提供助餐、助洁等服务，全力打

造养老服务亮点和品牌。

“覆盖千沟万壑，惠及千家

万户，我们通过政府投一点、集

体补一点、个人出一点、子女交

一点、社会捐一点解决资金难

题，让老人们尽享养怡之福。”中

阳县民政局局长任建忠一语道

出“千万养怡”助老项目的内涵。

在科学评估、因地制宜的基

础上，中阳县通过不断创新模式、

方法和机制，让所有老年人都能

在家门口吃上一口营养美味的热

乎饭，让年轻人放下后顾之忧，为

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按下了“快进键”，

有效促进了乡村治理。

村村建起老年食堂
解决留守老年人吃饭“难题”

清晨，热闹的叫卖声划破暖

泉镇的寂静，乾村日间照料中心

的管理员李海贵穿过集市，满载

归村。随着车停在村委大院，大

家纷纷围上来帮忙。

绿盈盈的大白菜、新鲜的青

椒、白嫩嫩的豆腐、米面豆油、鸡

蛋……大家一边聊着天，一边忙

着卸货。

为顺利推进行政村幸福小

院工程建设，中阳县在过去村日

间照料中心的基础上，每个村补

贴运营资金 1万元，冬季按每月
7 元/平方米的标准发放取暖补

贴 5个月，在能满足老年人一日
两顿饭的同时，还配备了洗衣

机、理发室，优先选聘两名脱贫

户为养老护理员，为全村 65岁
以上单身和 70岁以上的老年人
提供服务。

“从过去每天一顿饭，增加到

一天两顿饭，中午两荤两素 2元
钱，下午一荤一素 1元钱，老人们
一天只需自己出 3元钱就可以吃
得很好。”从乾村党支部书记武爱

忠口中得知，“千万养怡”助老项

目启动以来，老人们从过去的吃

饱变成了如今的吃好。

在离乾村较远的自然村前

岔沟村，同样有 15位这样的老
人。与乾村不同的是，这些老人

都在邻居张元汝家吃饭。

张元汝家便是乾村村委选

中的“好邻居助老小院”———对

于像前岔沟这样距离较远的自

然村庄，中阳县采取“好邻居助

老小院”模式，通过财政一次性

补助 5000元，用餐服务按照一
人一天 15 元的标准进行补贴，
有效解决了偏远村庄老年人的

吃饭难题。2023年 12月底，全县
36 个自然村的“好邻居助老小
院”全部运行起来。

干净利落、富有爱心。这是

武爱忠选择张元汝家作为“好邻

居助老小院”的理由，也是中阳

县在解决自然村养老服务“最后

一米”的必要条件之一。

倾心守护
让老年食堂办得起、 办得久、办
得好

一天五、六元钱，就能吃到这

样好的饭，老人们起初心里犯嘀

咕：这样的好事情，长久得了吗？

在宁乡镇南街社区，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主任杨勇直言，由

于场地、经费、人员的局限，要运

营发展好老年食堂并不简单。

步入南街社区，青墙灰瓦的

小院内，靠南的三间平房便是老

年餐厅所在。“南街社区是我们

县最大的社区，65岁以上达到条
件的老年人将近 1000人，对于
这么大的社区而言，如今的场地

略显局促了。”杨勇略显无奈。

虽说有了起锅架灶的地方，

县城的老人们对饭菜的样式、口

味都有一定要求，谁来给老人做

饭，又成了南街社区的难题。

中阳县民政局局长任建忠

肯定地说，“小食堂折射的是大

民生，我们办老年餐厅，不光是

办得起，办得久、办得好才是最

终的目标。”

为破解养老服务资金难题，

中阳采取“五个一点”机制，即政

府投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出

一点、子女交一点、社会捐一点。

2023年，中阳县制定并严格落实
运营补贴、取暖补贴、就餐补贴

等政策，累计投入财政预算养老

服务资金 1800余万元。农村社
区养老机构每年补贴 5.5 万元，
行政村养老服务机构每年补贴 1
万元，有光伏电站收益或其他村

集体收入的行政村，可对养老食

堂的运行再进行补贴，老年人或

其子女可通过按月、按季缴费或

用自种农产品按市价折抵等方

式，支付老年人就餐费用等。

在县政府划拨运营经费 5.5
万元，社区承担餐厅的房租、水、

电、取暖等支出后，南街村村委

委员任二平主动承担起社区老

年餐厅的经营。根据老年人的口

味，食堂厨师制定了多种菜谱，

饭菜基本天天不重样，满足老年

人各种需求。“我们尽量将饭菜

做得软烂一些、清淡一些，符合

老年人口味的同时还要求色香

味俱全。让这热乎乎的‘烟火气’

既暖胃又暖心。”

对于餐厅的经营，杨勇也有

长期的规划：“我们不能仅仅依

靠民生项目资金和政府财力大

包大揽，必须有自身‘造血’功

能。我们尝试着在饭菜口味上下

功夫，在满足老年人就餐的同时

进行对外营业，这样才能持续长

久地办下去、办好。”

在武爱忠微信中，1月 20日
的一条朋友圈引起了记者的关

注。这是一条关于乾村“千万养

怡”助老捐助的倡议。

这正是在政府投一点、集体

出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基础上，中

阳县各镇村（社区）通过发动乡贤

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尊老爱老助

老，出钱出力，奉献爱心，积极参

与，切实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加

快基本民生向品质民生的转变。

乾村爱心捐助倡议发出后，

很快得到了驻村企业、父老乡

亲、驻村帮扶单位的积极响应。

你捐 1万，我出 3000，我捐 40公
斤猪肉、他捐 20公斤羊肉……
涓涓细流，汇聚成海。

“短短几天，就收到了 15.58
万元的捐款，太出乎我预料了！

养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政府

和社会形成合力，众人拾柴火焰

高。”武爱忠动情地说。

拓展多元化特色养老服务
“养老”变“享老”

在中阳县城区幸福养老中

心，老人们午休后，陆陆续续走出

房间，坐在二楼大厅里闲话家常。

“养老中心建筑面积有 2000
平方米，目前可容纳床位 38张，
现在已经入住老人 24名。”养老
中心负责人孙楠介绍。

打造城市中心养老院，也是

中阳县“五位一体”统筹养老服

务阵地建设其中之一。作为重点

民生实事项目，2023年，中阳县
政府在县养老院的基础上，投资

200万元改造建成了城区幸福养
老服务中心，按照“公建民营”方

式投入运营，开展短期托养、长

期托养、日间照料、一日三餐、健

康管理、文化娱乐等服务，全方

位满足全县老年人的生活照料、

餐饮服务、文化娱乐、情感交流、

精神慰藉等基本需求。

正午时分，饭菜的香味扑鼻

而来，三三两两的老人正在用

餐。孙楠正陪在一旁，每餐饭都

陪伴在老人身边是她的日常。

“别看只是简单地吃饭，在

吃饭的时候更容易观察老人的

状态，便于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进

行评估。”对于每个老人的情况，

孙楠可以说是了然于心。

老人情况不同，护工们各有

分工，各有办法。57岁的慕翻连
是第一批吕梁山护工，从 2016年
至今，她已经有 9年的“工龄”
了。在慕翻连的专业护理下，老

人们穿着整洁，和旁人交流的时

候，眼神明亮，精神状态良好。

说起养老院的护工们，孙楠

露出骄傲的神情：“我们的护工

都是通过‘吕梁山护工’专业培

训，服务态度好，老人们都很依

赖他们，把他们当成家人。”

在“千万养怡”助老项目中，

无论是养老中心的护工还是乡

村养老护理员，上岗前都要经过

“吕梁山护工”培训。

老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家

人难以照料的难题也解决了，像

慕翻连这样的吕梁山护工也十

分满足：“从最开始在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当护工，我们这一批护

工姐妹干到现在的不少。年纪大

了，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如

今在家门口就能有这样一份稳

定的工作，我很知足。”

“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

构，坚持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

开展养老服务，满足不同层次、

不同类型的养老服务需求，这是

我们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的 20件大事要事之一的重
要举措之一。”任建忠告诉记者。

如今，无论是城区幸福养老

服务中心，还是农村的“千万养

怡”助老食堂，都是亮丽的风景

线。老人们笑容满面，生活得惬

意而充实。“千万养怡”助老项

目，折射出的是中阳县在构建多

层次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创新多

元化照料服务模式，使出的“绣

花功夫”。

“吃不愁、病不忧、孤不独、

乐有伴，我们还将积极探索其他

创新性的养老服务模式。”任建

忠说。根据计划，中阳县还将建

立定期研判机制，及时研究解决

养老服务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

题。建立绿色通道机制，组织协

调民政、市场、医疗集团等部门

提供“一站式”服务。建立数字监

管机制，通过智慧信息平台，实

时监测饭菜质量、就餐人数、人

群类别、服务情况，精准投放运

营补贴、就餐补贴。建立人才培

养机制，依托“吕梁山护工”培

训，积极培养老年医学、康复、护

理、营养、心理和社会工作等养

老服务专业人才。建立星级评定

机制，由专业人员对养老机构服

务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持续推动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中阳县打通幸福养老“最后

一公里”的脚步并未停歇，未来，

随着养老服务的完善，更多的老

年人能够享受到适合自己的养

老服务，真正感受到“最美不过

夕阳红，老有所养笑开颜”。

（据《吕梁日报》）

山西中阳：从“舌尖”到“心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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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阳县城区幸福养老中心，护工正在悉心照料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