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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民函〔2025〕92号

办理标志（A）

关于南安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 288 号提案的答复

王声彬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建设补贴社区长者食堂的建议》提案收

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意见建议采纳落实情况

（一）针对提案“加大建设投入”建议，答复如下：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将其作

为重要民生工程，把长者食堂建设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

保障的重点规划项目，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突

出重点，创新举措，强力推进，从源头上确保场地供给。在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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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时，依据人口密度和老年人分布情况，科学规划并预留充足

的场地用于长者食堂建设；针对老旧社区，积极盘活资产，探索

改造闲置空间，如废弃厂房、闲置社区用房等，打造长者食堂，

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的就餐场所。同时，设立长者食堂建设专项资

金，为项目推进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

采用 PPP模式与企业展开合作，通过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场地使

用优惠等权益，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共同推动长者食堂设施

的升级与完善，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

2019年以来，我市加快推进老年人助餐点建设，将老年人助

餐点（长者食堂）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每个项目补助 30

万元，按照供餐能力每日 100人以上，就餐座位 50个以上进行餐

厅、厨房改造建成长者食堂 37 个。2025 年，将投入 180 万元，

依托农村幸福院、村老年活动中心、“党建+”邻里中心再新建

（或改造）长者食堂 6个，可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堂食、为居

家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为在周边社区活动的老年人提供配餐等

服务。

探索“公益＋商业”模式，解决长者食堂可持续运营难问题。

皇家滨城小区“物业+养老”服务中心长者食堂、柳城街道帽山

社区长者食堂引入物业、餐饮企业等第三方机构运营，将长者食

堂升级为全龄化社区食堂，从服务老年人拓展为服务全社区居民，

既满足老年人公益就餐需求，也面向市场经营，提高了食堂“造

血”能力。从单一养老服务场所，到全龄共享的社区枢纽，社区

长者食堂的实践，不仅破解了传统长者食堂的运营困境，更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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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情感联结的纽带、基层治理创新的缩影。

（二）针对提案“完善补贴策略”建议，答复如下：

我市老年人助餐工作走在泉州市前列，霞美镇四黄村“幸福

园”、金山村“养生馆”、官桥镇西庄村“幸福食堂”、眉山乡

观音村“爱心食堂”等经验做法得到了社会和群众的认可，通过

示范引领，推动全市老年人食堂健康发展。霞美镇四黄村居家养

老服务站为全村 70周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并为没

来用餐的老人每月补贴 100元；眉山乡观音村爱心食堂为村里 65

周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午餐，每日的伙食根据该村村医志愿者

提供的营养均衡的膳食搭配进行烹饪；官桥镇西庄村农村幸福院

65岁以上老人自愿报名用餐的每月只需缴纳 80 元，就能在幸福

院享受一份丰盛的午餐和晚餐。霞美镇金山村为 60岁以上老人供

应一日三餐，并设置用膳挂签牌，避免餐饮浪费。

近年来，按照有关文件规定标准对新建住宅小区同步配建养

老服务设施，在小区的养老服务站建设长者食堂。通过政府补助、

社会捐助、村集体互助等方式，积极引导村（社区）多渠道筹集

资金，建立长效保障机制。一是进一步提高补贴金额。综合考虑

食材成本、人力成本以及就餐老人数量等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

补贴标准。补贴范围涵盖食材采购、员工工资等关键运营成本，

以此稳定餐食价格，让老年人能够吃得实惠。保障员工待遇，留

住专业人才，提升服务水平。二是拓宽补贴来源渠道。积极动员

慈善组织、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多元参与。对于捐赠者，严格落

实税收优惠政策，让其享受到政策红利，以此鼓励更多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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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长者食堂建设，充实资金池，确保长者食堂的可持续运营。

（三）针对提案“强化监督管理”建议，答复如下：

一是严格质量监督。督促指导各养老机构、长者食堂要建立

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食品采购索证索票制度，确保食材来源

安全可靠；规范食品加工流程，杜绝违规操作；加强食堂环境卫

生管理，为老年人营造整洁、卫生的就餐环境。联合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采取日常检查与不定期抽检相结合的方式，对食材采购、

食品加工、食堂卫生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督。

二是建立考核机制。设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从服务质量、

运营效率、老年人满意度等多个维度对长者食堂进行综合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补贴金额，对表现优秀的食堂给予奖励，

树立行业标杆；对不达标的食堂责令限期整改，切实保障长者食

堂的服务质量和运营水平。

三是落实安全措施。设置场所安全警示标识，对相关建筑物

设置防滑提示牌、阶梯提醒、扶手、紧急呼叫铃等适老化设施，

灭火器、应急灯等消防设施配备齐全，安全出口标识清晰，保证

前来就餐长者的安全。

下一步，我局将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不断创新监管方式，

持续做好长者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积极争取政府政策支持，

推进长者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规范长者食堂经营行

为，逐步解决长者食堂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难点问题，推动长者食

堂食品安全规范提升，让老年人吃得安全、吃出健康，感受到“稳

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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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针对提案“整合社区资源，与周边商超、市场联建食

材供应链，降采购成本；组织志愿者助力，分担分发、清洗、陪

餐等工作，减人力开支。多方合力，让长者食堂成为老人的温馨

“食”光港湾”建议，答复如下:

一是整合社区资源。积极整合社区周边资源，与商超、市场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联合构建食材供应链。通过集中采购、优

化物流配送等方式，降低食材采购成本，确保食材新鲜、价格合

理，为长者食堂提供稳定、优质的食材供应。充分发挥供销社“统

购”与“统销”优势，整合资源，搭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平

台，加快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构建市、镇、村三级物流配送体

系，健全区域内物资供应链。我市供销社历年来累计建设综合服

务网点 153个，发展经营网点 278个，有较大规模的商超 11家，

农资料经营网点 40个，可为长者食堂配合提供充足的物资供应，

为老个提供安全、健康、绿色的食品，配合打造开放、集约、共

享的近邻长者就餐服务圈。

二是链接社会资源。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公益性、互助式

助老食堂，广泛组织志愿者参与长者食堂服务，志愿者可分担餐

食分发、餐具清洗、陪餐聊天等工作，不仅能有效减轻食堂人力

开支，还能为老年人带去更多关怀和温暖，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

和归属感。同时，统筹政府补助、慈善捐赠、志愿服务、公益性

岗位等多种资源，确保助餐服务的可持续性，通过多方协同合作，

让长者食堂真正成为老年人的温馨“食”光港湾。

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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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提案后，我局高度重视，指派分管领导和相关科室专门

负责提案答复工作。现就《关于加强建设补贴社区长者食堂的建

议》最终形成正式答复。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关注长者食堂建设运营中的问题，不断

完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与各部门、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

共同推动我市长者食堂建设高质量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贴心的助餐服务。

感谢您对我市社区长者食堂的关心和支持，欢迎今后继续提

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以您的建议为契机，不断完善社区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

养老服务，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分管领导：吴帮助

经办人员：黄惠莲

联系电话：0595-86373661

南安市民政局

2025年 7月 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办、市政府督查室。 （共印 1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