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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城街道河南社区位于面

积 1.6平方公里的老旧住宅区，
有 5477户、19899名居民，老年
人口约占 30%，有 6041人。近一
年，社区积极探索老年助餐服

务，通过精细化管理，以长者饭

堂（恩平市民政局响应广东省老

年助餐政策的民生工程）为依

托，有效解决老年人就餐难题。

多元协同
构建长者关怀体系

在市民政局、恩城街道党工

委领导下，社区针对老年人口进

行统计，了解到该社区老年人口

多、比例高，助餐需求旺盛。为

此，街道党工委积极谋划，形成

了“政府搭台、社区参与、社工运

营”社区助餐模式。通过长者饭

堂，社区成功整合各方资源，提

升了老年人线下见面机会，在共

同进餐时形成全方位互动。

项目整合康园中心和智慧

养老服务中心等场地资源，为顺

利推进项目奠定了基础。在服务

对象的精准定位方面，主要面向

河南社区及周边 5公里内 60岁
以上低保、特困供养人员，以及

残疾、独居等特殊困难群体。这

种精准化服务，确保了最需要帮

助的老年人能够及时得到照料

和关怀，不仅解决了他们的餐饮

问题，还通过社工的情感支持增

强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切

实改善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此外，为了改善老年人的就

餐体验，长者饭堂提供了一个宽

敞、明亮且配有空调和无障碍设

施的用餐环境；特别设置了休息

区，让老年人能够在用餐之外放

松休息，提升整体的用餐体验。

根据老年人的反馈，饭堂持续改

进环境，包括更换座椅和调整照

明，以确保用餐环境更加温馨宜

人，这样的细节关注让老年人能

够享受道一个舒适愉悦的用餐

时光。

在优化餐饮服务方面，河南

社区长者饭堂非常注重个性化

和科学化的配餐服务，通过

《WS/T 552—2017老年人营养
不良风险评估》工具，对每位老

年人进行健康评估，结合其身体

状况、饮食习惯和季节变化来制

定每周的食谱，确保每餐的营养

均衡、荤素搭配。

同时，针对糖尿病等特殊健

康需求群体，饭堂提供了定制化

餐饮服务，进一步满足了个性化

的营养需求。此外，饭堂每季度

更新菜单，目前已有超过 30种
不同菜品供老年人选择，确保老

年人能够享受到多样化且美味

的食物。对于营养不良风险较高

的老年人，饭堂已累计服务 3890
人次，确保特殊饮食需求得到及

时满足。

项目对老年人群体进行定

期的营养不良风险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对老年人进行动态跟踪

和健康监测，及时调整服务内容

以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与

各社区密切合作，积极宣传长者

饭堂的惠民福利，筛查符合条件

的老年人并提供相应的服务。每

月定期检查老年人档案和就餐

记录，一旦发现老年人健康状况

有变化或突发需求，项目团队会

立即进行沟通和调整，确保及时

响应并解决问题。这种科学的评

估与跟踪机制，不仅保证了老年

人获得最佳的饮食和健康照护，

也为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提供

了依据。

优质服务与精神关怀
共筑长者幸福生活

为提升老年人生活便利性，

河南社区长者饭堂充分利用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通过智能餐食

订购、配送管理等技术手段，优

化了服务流程，提高了整体服务

效率。智能化服务不仅使老年人

的日常餐食选择更加轻松便捷，

也减少了传统餐食订购的繁琐

环节，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体验。

然而，考虑到许多老年人对

智能设备操作不熟悉，项目团队

安排社工和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

一对一智能手机订餐培训，帮助

他们掌握操作技巧，确保每位老

年人都能顺利享受智能助餐服

务，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便利。

此外，长者饭堂还提供定点

堂食与免费送餐上门相结合的

服务，解决了部分老年人因行动

不便或居住在老旧住宅区而无

法到饭堂就餐的问题。餐饮配送

团队经过专业培训，确保及时、

精准地将热乎乎的美食送到老

年人家中。通过这种方式，老年

人不仅能够在家中舒适享用美

味的餐食，还免去了外出就餐的

困难，真正实现了饮食无忧。

除了物质上的关怀，精神上

的关怀同样是河南社区长者饭

堂的核心服务之一。通过送餐服

务，社工不仅与老年人进行沟

通，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深入

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困

难，提供情感支持，帮助减少老

年人的孤独感，提升了他们的幸

福感和归属感。社区定期开展一

些集体活动，如生日会和健康讲

座等，增强了老年人的社交机

会，促进了邻里之间的互动，进

一步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参与感。

为了提升项目的社会影响

力并推广健康生活理念，项目团

队还积极组织线上线下互动活

动，吸引了大量社区居民参与。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团队发布了

16篇与长者饭堂相关的内容，获
得省、地级市媒体报道，累计阅

读量超过 5万。这些活动和内容
的传播，不仅有效提升了项目的

知名度，还引导社区居民关注老

年人健康问题，进一步推动了健

康生活理念在更广泛群体中的

传播。

高效协作与制度保障
提升长者饭堂服务质量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团队通

过明确的分工体系确保每个环

节能够顺利进行。项目主管负责

人员的培训与考勤管理，确保所

有工作人员能够胜任各自的职

责。社工和社工助理则主要负责

整理老年人档案，及时与村委

会、镇街领导以及民政部门负责

人进行沟通，收集并统计项目服

务数据。送餐人员不仅负责按时

将餐食送到老年人家中，还会与

老年人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需

求和意见，为服务的优化提供反

馈。这种高效的团队协作，确保

了老年人在各项服务中得到及

时照顾，也有效提升了整体服务

质量。

为确保服务的高效性和透

明度，项目建立了严格的档案管

理制度，涵盖了电子档案、纸质

档案等多个方面，确保每次上门

服务都有详细记录。项目人员按

照规定的流程处理纸质材料，每

月由项目主管收集服务记录表，

并对服务次数进行统计，保证档

案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每月，项

目会对档案资料进行汇总，并及

时提交给相关机构进行审核和

跟进。这一精细化的档案管理制

度，不仅提高了服务的规范性，

也确保了各项服务的持续性和

稳定性。

此外，为确保长者饭堂的日

常运作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要求，

项目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恩城

街道河南社区长者饭堂制度汇

编》。其中包括饭堂餐饮卫生管

理制度、人员健康管理制度等一

系列规章制度。项目还建立了完

善的应急预案，能够有效应对各

类突发事件，保障项目顺利实

施。这些制度和保障措施保障了

饭堂的高效运行，为老年人提供

了安全、健康的用餐环境。

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和高效的

协作，恩城街道河南社区长者饭

堂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项目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服务流

程和强化精神关怀，有效提升了

老年人群体的生活质量。智能化

服务、定点堂食与送餐上门的结

合，确保了老年人的饮食无忧；而

精细化管理与科学评估机制，则

进一步增强了服务的精准性与持

续性。“政府支持、社区参与、社工

运营”协同管理模式，不仅解决了

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还提升

了他们的整体幸福感。

渊作者单位院恩平市暖心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冤

冶
在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恩城街道河南社区，岑爷爷独自居住，年事已高且行动不便。社

区工作人员筛查时发现其状况，评估后规划服务方案，送餐上门并安装平安通预防

老人意外发生，社工则借送餐交流，关怀其心理需求。在团队照料下，岑爷爷生活品质提升，感

叹社区关怀让其暮年无忧，彰显了社区精细化管理成效。

广东恩平：

野政府搭台尧社区参与尧社工运营冶解决老人就餐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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