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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亭湖区“长者幸福食堂”建设方案 

 

根据《江苏省养老服务条例》《江苏省推进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意见》等文件精神，为推动我区居家老年人助餐服务高

质量发展，结合区情实际，特制订“长者幸福食堂”建设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面推广老年助餐工作，利用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结合老旧小区改造，

建设“长者幸福食堂”。2022 年底前，全区每个城市街道至少

建成并专业化运营 2 个以上“长者幸福食堂”。采取集中助餐、

送餐上门等服务方式，通过三年努力实现城市社区老年人助餐

全覆盖。 

二、运营模式 

“长者幸福食堂”统一按照公建民营模式建设运营，建成

后交由养老服务经验丰富的社会力量作为运营主体，签订运营

合同，明确权责义务，并建立激励与退出机制。引进和培育专

业机构，扶持发展专业服务，推广“一址多点”模式实施连锁

经营，鼓励以统一品牌形象、统一服务标准，提供专业服务。 

三、建设标准 

1.“长者幸福食堂”面积一般不少于 100 平方米，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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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划、消防、环保等有关部门的相关要求，同时要符合适

老化要求；选择地势干燥、有给排水条件和电力供应的地区，

不得设在易受到污染的区域。原则上应设置在一楼，设置在其

他楼层的应配备电梯或无障碍通道。 

2.内部应设置与食品供应方式、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

处理区、就餐区和非食品处理区。粗加工、切配、烹饪、主食

制作、餐用具清洗消毒、备餐等加工操作场所以及食品库房、

更衣室、清洁工具存放场所等的设置应与食品经营类别、项目

和规模相适应，符合分类要求。 

3.食品处理区粗加工、切配、餐用具清洗消毒和烹调等场

所墙壁应当有 1.5m 以上的墙裙，墙裙光滑、不吸水、浅色、耐

用和易清洗；门、窗装配严密，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门和可开启

的窗设有易于拆洗且不生锈的防蝇纱网，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门

能自动关闭。应分别设置与加工品种相对应的食品原料清洗水

池（可分为动物性食品、植物性食品、水产品等），餐用具清

洗消毒专用水池使用不锈钢或陶瓷等不透水材料、不易积垢并

易于清洗。食品来源可追溯，食品留样 48小时。 

4.就餐区应能同时容纳 50 人以上就餐。就餐区餐厅应配置

餐桌椅、餐具、冰箱、空调、微波炉、洗手池、灭蝇灯、消毒

柜及公用餐具保洁柜、保温设施、安全疏散标识、灭火器等，

有条件的助餐点可安装电子监控装置及红外线探测报警器。统

一使用配餐容器；设专供存放消毒后餐用具的保洁设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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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四、服务标准 

1.“长者幸福食堂”开展助餐服务须经区民政局部门审定，

并向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申请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老年人助餐点应当在助餐场所的醒目位置区分服务人群类别明

码标价，并将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工作时间、助餐方式向社

会公开。 

2.助餐服务人员应具备以下从业条件：身体健康并持有有

效健康证明；经过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尊敬老年人，富有爱

心；知晓养老助餐服务的全过程，熟知本职工作；了解食品安

全、营养的基本知识，知晓老年人的生理特点，能够结合老年

人个性化膳食营养需求和饮食禁忌为老年人制定食谱。 

3.服务形式包括集中供餐、食品配送两种形式。集中供餐

服务应做到：在醒目处公示助餐服务时间、服务须知等，保持

内外环境及餐桌整洁，餐具须每餐消毒 1 次；集中用餐时间一

般不少于 1 小时，老年人就餐过程中工作人员不得离开餐厅，

并为老人提供细致、周到、亲切服务；注意观察老年人用餐安

全，发现异常及时处理。食品配送服务应做到：使用具有统一

标识的送餐设施将食品送至助餐服务对象手中；送餐途中确保

食物的卫生、清洁、保温。送餐工具应定期清洗消毒；送餐时

核对助餐服务对象的姓名、菜品及数量，确定无误后签收，服

务时礼貌、周到、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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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食谱制定方面，应当根据助餐服务对象身体特点和时令

季节变化，考虑到老年人的饮食习惯和禁忌，做到每周有食谱、

荤素搭配、营养丰富、合理均衡。能够根据助餐服务对象意愿

和需要为助餐服务对象制定个性化食谱。 

5.应当到正规市场去购买食品，确保食品来源的可追溯性，

食品质量应当把关，确保选购新鲜、优质食材。建立并落实食

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采

购验收制度，由食品安全管理员负责台账记录和保管工作，保

障食品安全。 

6.食品加工操作过程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的要求；食品加工过程应做到生熟分开，烧熟煮透，依法使用

食品添加剂；食品从烹饪结束到食用时间控制在 2 小时内。每

餐、每样食品必须按要求留足 200 克，留样食品必须放入专用

留样冰箱内，在 5℃左右的冷藏条件下存放 48小时以上。 

五、补助标准 

1.建设补助。街道、社区负责提供用房，区财政按照每平

方米 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装修补助。 

2.运营补助。助餐点无偿提供专业机构运营。对开展助餐

服务的各点，区财政按服务老年人每人次 2 元的标准给予运营

补助，单个站点年补贴不超过 5 万元。运营单位同时运营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的，按相关补贴政策执行。 

3.实施区政府对特殊困难群体购买助餐服务政策。特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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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低保及低保边缘老人、重点优抚对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中的老人，按午餐 2 元、早餐和晚餐 1 元标准给予补助。老人

就餐时，由运营单位先行减免，最终以实际用餐统计信息结算。 

4.技术支撑。助餐点运营单位自行购买刷卡设备，与就餐

老人签订服务协议，办理助老服务卡。老人身份特征报区民政

局审定。老人就餐刷卡消费，就餐次数以实际统计的信息为准。 

5.经费结算。补贴经费原则上每年底结算，由区民政局委

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根据审计结论拨付补贴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