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独居老人而言， 一份由社区食堂出品的午餐， 意味着买汏烧的担子卸下了

一半；

对已复工复产多日的年轻小白领来说， 大食堂里那份荤素搭配得宜的午市套

餐， 意味着不必纠结每天是带饭还是吃泡面；

对许多社区居民而言， 重新开张的社区食堂， 更是带来了他们翘首以盼许久的

“网红菜”。 一个馅心扎实的肉包子、 一份将油控制得恰到好处的干煎带鱼， 是他们

平凡生活里重要的幸福感来源……

一日三餐， 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分量不言而喻。 重新转起来的社区 “大食堂”， 不

仅满足了居民们的味蕾需求， 更将久违的生活气息也带进大大小小的社区之中。 除了在

意咸甜口味之余， 人们更习惯那个烟火气十足的用餐环境， 或许有些喧闹， 或许带着些

许油烟味， 却都是生活中最质朴、 最原本的味道。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袁婧

养老服务“重启” 欢声笑语回归
助老员回来了、 日托所和睦邻点也开了……

助洁、清扫服务“点单率”最高

入行 14 年的助老员孙亚芬， 讲起话来语速飞

快，充满活力的样子最合老人们的眼缘。

今年 2 月中旬，孙亚芬接到结对老人周月蟾的

电话。 93 岁的周月蟾老人去年刚动过一次大手术，

平时家里的重体力家务活都由孙亚芬承担，每周上

门服务 2 次，一次两小时。 眼看着家里需要洗的衣

服积攒成堆、地板也蒙尘许久，好不容易捱过春节

假期的周月蟾，几乎天天盼着孙亚芬登门。 打完电

话，孙亚芬立即把老人的需求向街道反馈。 街道养

老服务中心很快决定，根据社区老人的实际生活需

求，逐步恢复居家养老服务。

2 月的一天上午，孙亚芬再次敲开周月蟾老人

的家门。 她知道老人爱干净，因此一进门就马不停

蹄，从客厅、厨房到卫生间，把家里的角角落落都打

扫得干干净净。 看着家里亮堂了，老人的心情也跟

着好了起来。 （上图）

助老员孙亚芬服务的北新泾街道地处长宁区

西部，以老旧小区为主，老龄化比例高达 40.29%。

社区里，年满 90 周岁、符合一定条件的老人均可享

受居家养老服务。入行多年的孙亚芬十分懂得老人

们的需求———助洁、清扫服务总是“点单率”最高。

“黏糊糊的感觉没了，心情也好了”

天气渐热，洗上一次舒舒坦坦的热水澡成为不

少老人最挂念的事。 3 月 16 日起，黄浦区淮海中路

街道的西成睦邻点，在各种防疫措施到位后重新开

放。睦邻点运营机构乐享聚家负责人万丽华告诉记

者，率先开放的是包括洗浴、洗衣等在内的基本服

务，以满足社区老人的刚需。

3 月 17 日一大早，在与工作人员预约后，94 岁

的孙贵顺阿婆在女儿的陪伴下来到洗浴区。和往常

不同的是，这里新添了紫外线消毒灯，专门对老人

们的换洗衣物进行消毒。 每一位老人洗浴过后，工

作人员还会对浴室里里外外进行消毒。 此外，洗浴

区域还设有无障碍洗浴间，专门为坐轮椅的老人服

务。为了保证消毒到位，西成睦邻点定下规矩，每天

最多接待 3 位老人。

西成睦邻点的洗衣项目，也是周边社区居民有

口皆碑的“明星服务”。 四台洗衣机、两台烘干机在

洗衣区一字排开，人们可以通过预约，清洗棉衣、床

单等大件衣物。 重新铺上洗净的床单，老人们笑着

说，“黏糊糊的感觉没了，心情也好了。 ”

很多时候，老人们只是需要倾诉

这段时间，新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助老员杨学

芬从未暂停上门服务。 对于跟老人“请假”这件事，

她总会有些于心不忍，“每次到了上门服务的时间，

老人们都会在家里盼着，等我们上门。 ”

除了基本生活服务外，“陪聊”也是助老员们的

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对此，杨学芬已经摸索出一套

安抚老人的 “最佳方案”———静静聆听、 不参与评

论，“很多时候，老人们只是需要倾诉。 ”

人员稳定，是长宁区新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助

老员队伍的一大特点。 多年的相处，助老员早已与

老人们积攒了非同寻常的情分，形成了一种“类亲

子”关系。 这些年，每次出门，杨学芬总会逛逛老年

服装店，为结对老人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衣服。 给老

人买衣服并不容易，既要款式合心意，还要价格适

中。 “时间长了，老人们的喜好我比较了解，能帮忙

的就顺手帮个忙。 ”杨学芬说。

让“小老人”也能歇一歇

“闭门”两个多月后，地处松江区的华中公寓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本月起重新对外开放。

上午 8点不到， 收到日托所要重新开放消息的

任阿婆，早早就候在了大门口。 96岁的她，既是日托

所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也是入托时间最长的老人。 由

于腿脚不便，任阿婆每天都由女婿推着轮椅接送。

和任阿婆一样， 这家嵌在居民区里的日托所

格外受欢迎，许多老人一来就是好多年。 86 岁的倪

老伯道出爱来日托所的原因———“自在”。 与老人

们熟悉的 “生活圈 ”几乎零距离的日托所 ，有着天

然的地理优势。 老人们来到这里，总觉得好像在家

一样。 临近中午，倪老伯还会催促着工作人员赶紧

“拉上帘子 ”，随后 ，坐上自己习惯的沙发开启 “午

休时间”。

在工作人员孙梅看来，日托所的重新开放不仅

为入托老人带来更多与同龄人相处的时间，也留给

社区“小老人”难得的喘息机会。 此前，他们不仅要

费心费力照顾自己的孙辈，还要不间断照看年迈的

父母，“现在日托所开放了，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

歇一歇，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记者 王嘉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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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念念的肉包子又上桌了

来自市民政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本市日均提供老年助餐服务已

达 1.5 万余客。

3 月 16 日起 ， 彭浦新村街道的

四家社区食堂全部恢复供应， 一并回

到餐桌上的还有老人们心心念念的肉

包子。 负责人董钧棠对于自家出品的

肉包子十分自豪， “只只都是 50 克

肉馅 、 75 克面皮 ， 这样做出来的肉

包子料足、 吃口好。”

为了尽量减少老人出门的次

数 ， 重新开张的彭三社区食堂还

专门推出了早点套餐 。 一份套餐

12 元至 13 元不等 ， 包括肉包子 、

菜包子、 刀切馒头等老人们喜欢的

各种点心 。 董钧棠说 ： “买上这样

一份套餐 ， 一般能解决老人两到

三天的早饭 。 ” 此后 ， 食堂又陆续

恢复了中 饭 、 晚 饭 堂 食 和 外 带 ，

每 顿 16 道 菜 荤 素 搭 配 、 营 养 丰

富 ， 满足了社区老人们想吃自选

菜的念想 。

镬气十足 暖意满满

“大食堂”

又开门了

对许多人而言， 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尽在花样经
不断的一日三餐里。 复工复产复市的当下， 嵌在居
民区、 商务楼宇里的社区 “大食堂” 陆续恢复运
转。 从一开始只提供客饭到上新面点小吃， 再到逐

步恢复堂吃， “大食堂” 正一步步还原人们最为熟
悉的味道。 许多上海人对早餐吃个肉包子有种执
念， 愿意为买到好吃的肉包子， 排上近一小时队的
也大有人在。

生活中的小确幸， 还不仅仅是晨间那只热气腾
腾的肉包子， 还有中午那顿镬气十足的炒菜。 饭食
之外， 人们留恋的还有那些普普通通， 却将生活填
补得更为充实的家长里短。 戴上口罩、 保持着一米
的安全距离， 熟悉的邻里又见了面， 互相寒暄几
句， 久违的暖意立即涌上心头……

伴随沪上养老服务纷纷 “重启 ”，

老人们熟悉的便利生活又回来了： 不方

便清洗的大件衣物、 床单， 可以选择直

接去社区睦邻点清洗、 烘干， 彻底告别

历经一个冬天的 “黏糊糊”； 语速飞快、

充满活力的助老员上门了， 为家里带来

了熟悉的欢声笑语； 心心念念的日托所

也重新开放了 ， 老人们曾经的种种焦

虑、 不安也在这逐渐恢复如常的生活里

一点点被抚平。

为进一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上海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策略举措， 及时更新行业防控规范。

3 月下旬， 市民政局发布 《本市民政系统服务行业疫情防控工作规范 （第二版）》。

《工作规范》 指出， 社区长者食堂和老年助餐服务点， 要继续做好老年人上门送餐保障， 并

可在做好各类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下逐步恢复堂吃； 居家照护服务方面， 要在充分尊重服务对象

意愿的基础上， 做好各项疫情防护措施， 有序开展服务。 此外，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日间照护中

心、 老年活动室、 睦邻点等为老服务场所在做好各类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下， 可采取预约限流、

规划开放区域、 控制人员密度等方式， 逐步有序开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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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一餐饭食之外， 老人们更想念家长里短

上午 10 点， 距离浦东新区洋泾

社区食堂的午市饭点还有一小时。 90

岁的张宝 华 老 人 早 早 来 到 食 堂 ，

“占” 好心仪的座位。 许多老人和他

一样， 也陆续走进食堂。 戴好口罩、

一人一桌， 老人们都十分自觉且严格

地遵守着防疫规定。

洋泾社区食堂是沪上首批开放堂

食的社区食堂。 负责人鲁小锋告诉记

者， 开放堂食是为了满足社区老人的

刚需。

在尚未恢复堂食前， 鲁小锋就遇

到数波老人前来询问食堂何时开放。

他留意到 ， 来问的多是独居老人 ，

社区食堂关门期间 ， 他们的饭食常

常对付了事 。 鲁小锋心想 ， 何不恢

复堂食 ， 让老人用餐更放心呢 ？ 他

的想法与洋泾街道社服办负责人一

拍即合 。 就这样 ， 大家开始筹备起

来 。 重新规划出入动线 、 在地面划

上一米间隔的等待黄线 、 入口处安

排专人测温……尽管恢复堂食需要

做各种细致准备 ， 但鲁小锋觉得很

值得 ， “这既是生活逐步回归常态

的标志 ， 也是满足社区老人们最朴

素的期待。”

在一餐可自选搭配的午饭之外，

更吸引老人们的是久违的生活气

息———重新开放的社区食堂更漂亮

了， 一盆盆长寿花摆放在窗台上， 紫

色花朵拥簇成一团， 煞是精神； 等待

开饭的时候， 大家还会隔着桌子打声

招呼， 顺便聊上几句。

社区食堂目前只面向 60 岁以上

老人开放堂食， 年轻人可以在点餐后

选择打包外带。 恢复堂食至今， 社区

食堂的就餐人数已从一开始的近 50

名老人翻番至百人。 来来往往的人多

了， 一餐餐再简单不过的饭食中， 流

淌着的是至为珍贵的人间之味。

镬气十足的炒菜， 是最深刻的 “舌尖记忆”

董钧棠所在的连锁餐饮店经营着

上海多家社区食堂。 为确保整体菜品

质量 ， 他每周都会轮转多家食堂 ，

有时还会亲手炒制当周新品 ， 给厨

房里的小师傅们做示范。

位于安亭镇墨玉南路 888 号的

上海国际汽车城大厦白领食堂 ， 是

董钧棠最近常来帮厨的地方 。 一周

里总有几天 ， 他会驱车数十公里从

市区赶到这里 。 做中餐的人大都讲

究感觉和经验 ， 但董钧棠却有些不

同， 他更看重的是 “标准”， “我希

望把每一道菜品配比都固定下来 ，

这样食客每次都能吃到水准一致

的菜 。”

时针指向上午 9 点半 ， 白领食

堂后厨俨然已成为 “战场”。 “动作

快点！” 一走进厨房，董钧棠就连语速

都快了许多。 下油、翻炒、装盘……凭

借多年经验，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

到位， 转眼一大份油焖大虾热腾腾地

出锅了。 2 月 3 日， 上海国际汽车城

大厦就已陆续有企业复工。 一周后，

位于二楼的白领食堂也被 “催” 着开

张了。 从恢复营业至今， 白领食堂每

天卖出的套餐已从最初的 200 多份增

至目前的 560 多份。

大铁锅炒出来的菜带着一股镬

气 ， 说不出哪里特别 ， 却让许多年

轻小白领格外想念 。 董钧棠坚持的

“标准 ”， 也成为他们最深刻的 “舌

尖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