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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柳新村街道探索养老新模式

这这里里的的养养老老院院没没有有围围墙墙

文/片 本报记者 朱文龙
实习生 孔尧 李敏 许喆

社区食堂，政府买单

“吃饭难”的问题，一直困
扰着许多独居老人。甸柳一居
日间照料中心的社区食堂，为
探索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方
向。

13日中午11点多钟，甸柳
一居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食堂内
已经是人头攒动，打饭窗口前
早已经排起了长队。

食堂准备的大都是家常
菜，菜品丰富，有荤有素，价格
比较亲民。“如果一荤一素的
话，一位老人大约要花十块钱
左右，老两口吃一顿，最多也就
十五六块钱。而且，六十岁以上
的老年人还能享受到充值优惠
服务。”社区食堂负责人对记者
说。

这个社区食堂已经营业半
个月了，每天前来就餐的居民
络绎不绝。“每天的菜都不一
样，比饭店的便宜，吃起来可靠
卫生，政府又赞助，并且原汁原
味，不添加调味品，保持菜本来
的口味。”王芳庆老人是社区食
堂的忠实拥趸，他每天都来这
里吃饭，老人对社区食堂的评
价颇高。

这几年，社区食堂像雨后
春笋一样在各地生根发芽，但
是能坚持下来的寥寥无几。刚
开张时，居民揣着好奇心前来
就餐，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价
格不低，种类不够丰富，于是便
减少光顾次数，而食堂则根据
顾客人数相应减少了供应数量
和品种，从而进入了恶性循环，
最终门可罗雀。在采访中，许多
年长的居民也告诉记者，由于
自己的腿脚还灵便，不需要仅
靠食堂来解决就餐问题。

如何让社区食堂维持好口
碑，使之成为老年人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此，主要负
责监督社区食堂运行工作的张
佳对记者说，要严格把控住“价
格”和“安全”两道关卡，做好顾
客服务。

价格方面，由政府买单。张
佳介绍说，食堂营业前两年的

水电费还有职工工资全部由政
府承担，所经营的菜品里面，不
包含其他费用，保证是“良心
价”、“亲民价”。

安全方面，食材的购买选
择、厨师的技能要求从严处抓。
食材由政府出资采购，厨师不
仅要求身体好，还要技艺过关。
菜品制作过程完全按照星级酒
店的操作流程，每个菜都要取
样，然后进行冰冻封存，必备卫
生局检查。

服务方面，对于顾客提出
的合理建议，要及时采纳。社区
居民张士华说道：“前几天的茄
子油放得太多了，炸肉的面糊
也厚，我把这个建议一提啊，食
堂第二天就立马改进了。”

在张佳看来，这就是社区
食堂的生存之道。

“社区+专业社工”

的养老新模式

2015年4月，甸柳新村街道
第二社区长者日间照料中心成
立，这是一个“特殊”的日间照
料中心。

在说它特殊的原因之前，
我们先分析一下日间照料中心
的现状。大部分社区的日间照
料中心，都是由政府投资兴建，
委托社区居委会运营。但是社
区工作细碎繁多，居委会很难
抽调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做日间
照料。

在人手缺乏的情况下，往
往只能由社区书记或者主任去
肩负运营管理的重任，但是他
们本身行政事务众多，对照料
中心只能起到大致的指导作
用，具体事务由社区工作人员
管理，而这些人员对于服务对
象和服务理念缺乏专业化认
知，也不具备养老、护理及运营
方面的专业知识，这就导致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管理不够精细
化和科学化。

另外，资金也是不少日间
照料中心在发展中遇到的难解
之题。场地、人力、活动、购买物
品都需要资金，这项开支，需要
持续地资金投入，不是居委会
所能承担了的。

在这种背景下，甸柳新村

街道第二社区长者日间照料中
心引来了专业社工组织，由他
们负责具体运营，政府一年给
予其企业25万元的人力、服务
费用，走出了一条“社区+专业
社工”的社区养老新模式。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
上漂着柔曼的轻纱……”还未
进甸柳新村街道第二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老人们激情澎湃的
歌声已经传入记者耳中。一位
老人说，他们从工作岗位上退
下来在家也闲不住，来这是为
了圆自己年轻时期的一个歌唱
梦。

在社区老人眼中，这里就
是自己的“精神后花园”。

“这个日间照料中心相当
于托老所，白天老人们在这娱
乐。”65岁的工作人员姜洪潮对
记者说，

据了解，该日间照料中心
整合了社区内包括老年公寓、日
间照料中心、社区文化活动场
所、社区医院等在内的多方资
源。为辖区老人及护老者提供包
括康复训练、生活照顾、信息咨
询、心理健康、文化娱乐以及老
年公寓等在内系统化服务。

而这里的工作人员，除了
负责日间照料中心的日常运
营，还要定期入户为独居、高龄
又不愿意到养老院的老人去做
健康访查等服务。

培养能力长者，培养老年
领袖，是该日间照料中心的一
大特色，比如喀秋莎合唱团、京
剧社、书法班、舞蹈班等，基本
上是能力长者在负责。姜洪潮
本人就是“喀秋莎”艺术团兼合
唱团团长。

“引入社工机构运营养老
服务站后，最明显的效果就是
社区居民脸上的笑容多了，对
社区的工作也更配合。”日间照
料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

鼓励民间资本兴

办养老机构

机构养老资源要从源头丰
富。近年来，济南市出台了多项
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兴办养老
机构。

根据规定，济南市对征地

立项新建的养老机构给予每张
床位8500元建设补助，对改建
扩建的养老机构给予每张床位
3000或5000元的建设补助。对
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分别
按照自理、半自理和完全不能
自理每人每年720元、1200元和
1440元的标准发放运营补助。

位于甸柳新村三区的燕柳
老年公寓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建
立的。

老年公寓的负责人叫做崔
家禄，是一位民营企业的老板。
2014年，他花了320万，将位置
好、客流量大的饭店改造成为
燕柳老年公寓。住的老人有60
多人。老人的年龄在55岁-99岁
之间，其中卧床的老人占了
50%，由专业护工来护理。提起
建立这个老年公寓的原因，崔
家禄说：“企业发展不仅要效益
好，还要履行社会责任，希望能
为老人们做点贡献。另外，自己
也60岁了，理解很多老人的需
要。燕柳老人公寓的老人们住
得习惯、住得舒服是我们最大
的心愿。”

整栋公寓楼总共分为三
层，每一层有10多间宿舍。大部
分宿舍住着两位老人。每间宿
舍的统一标准是有空调、有暖
气、有风扇、有电视。部分房间
里面有独立卫生间。非常方便
老人们生活娱乐。可以通过电
梯上下楼。公寓内有专门的会
客厅，里面摆放着皮沙发和餐
桌、餐椅。还有一些鱼缸、绿植

做装饰。在公寓的三楼有一个
面积在30平米左右的露天花园
阳台。阳台上种植了大量的绿
色植物。还有很多长椅摆放其
中，方便老人能够在公寓内活
动。为了安全起见，通往露天阳
台的门还专门设立了密码锁，
由工作人员负责管理。

赵莲英，今年74岁了，来公
寓居住已经半年多了。记者走
进她房间时，她正坐在床上看
着电视，脸上挂着笑容，看起来
精神状态非常好。崔家禄开玩
笑地对她说来这里之后都长胖
了20斤。

“我在这里过得特别舒服，
每天起来看看电视，偶尔打打
麻将，我恨不得可以活到100
岁。”听了崔家禄的话，赵莲英
笑着说道。

11时15分，老人们开始吃
饭，三菜一汤，一荤两素。一位
74岁的宋奶奶刚来才三四天。
她说吃的挺习惯的，早上吃了
小馒头和粥。来到这几天，食堂
里一直换着法吃，挺好的。

如今，燕柳老年公寓名声
越来越大，入住的老人越来越
多，一些问题也显现出来。“现
在的公寓用房是我自己的房
子。随着入住老人越来越多,我
们想扩大公寓面积,却找不到
合适的房屋。”崔家禄告诉记
者,社区附近有一些面积较大
的出租房,但房东更愿意租给
做生意的商户。

甸柳社区报

放眼中国，正“跑步”进入老龄化。截至2015年年底，济南市老年人口约125万，占全市总人口的20%。面对如此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建设以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刻不容缓。在甸柳新村街道辖区，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为老人进行居居家养老服务，可实现每天
24小时在线，构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同时，在社区中建设日间照料中心，由社会专业机构运营，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的养老新模式。

甸柳一居社区食堂中午开饭时的景象。

燕柳老年公寓内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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