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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信息

△宜秀区：设立专项资金池 助力“老年助餐”服务。资金

筹集有广度。在用好中央、省、市各级各类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

金基础上，设立老年助餐运营资金池,区财政每年安排 10 万元专

项资金予以保障，探索“财政补贴+社会捐助+企业让利”模式，

引入经营企业自主投入资金 18 万元，卓尔社工、启善社工等爱心

企业捐款 5 万元，罗岭生态园、白林蔬菜种植基地捐助蔬菜 2 万

余元，合力充实社会资金，增加助餐点发展后续动力。资金管理

有力度。制定《宜秀区老年助餐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由区委组

织部、区民政局、区财政局成立专班，严格规范资金的使用程序，

结合书记项目调研评估和群众满意度情况，确定拨款数额，严格

专款专用。建立定期会商机制，按照老年助餐运营商申报、工作

专班专项审核、线上线下同步公示等流程，确保资金使用合理合

规、公开透明。资金运用有精度。多措并举，分类用实资金，对

新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在省市奖补的基础上，适当给予一次

性资金支持共计 27 万元。推动“政府+市场”双引擎驱动，对设

立老年餐桌、开展物业服务的市场主体，一年以上的，通过协议

方式，根据其投入资金给予相应补助；对开通爱心送餐服务、送

餐上门的老年助餐机构，给予资金补贴每次 1 元，5000 元封顶。

（宜秀区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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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县：“三维发力”打造老年幸福“食光”。强化组

织领导。制定系列文件，将“老年助餐”服务列入县级基层党建

“书记项目”，构建县、乡、村三级常态研判机制，不断强化各

级党组织牵头抓总意识。乡镇党委每两周组织一次“老年助餐”

书记项目研究会，重点听取各村（社区）实施进展情况汇报，及

时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探讨、协调解决。坚持需求导向。

全面摸排 13 个乡镇（街道）10.41 万老年人的生活情况，综合考

虑辖区老年人口规模、就餐需求、服务半径等因素，按照“试点

先行、分步实施，梯次推进、全面覆盖”思路，聚焦老年就餐需

求，结合现有社会服务能力，完成 43 个老年食堂（助餐点）建设。

统筹多方资源。整合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奖补资金、县级福彩公益

金分成经费等，动员引导慈善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冠名捐

助，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慈善参与、社会主体”的

运营模式，形成多元筹资格局。坚持党建带群建，建立 16 支志愿

服务队，为老年人提供助餐、送餐、健康咨询等服务，切实提升

“老年助餐”工作质效，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

（望江县委组织部）

△潜山市：坚持“党建＋老年助餐” 助推老年服务提质

增效。高位推进激发动力。建立完善市乡常态化研判制度，构建

主要领导牵头抓总、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其他领导“一岗双责”，

协调联动、责任分明、层层抓落实的工作体系，实行周会商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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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要素保障、闭环管理等运行机制。坚持党建带群建，充分发

挥群团组织作用，激发党员干部群众参与老年助餐服务工作热情。

盘活资源挖掘潜力。开展调研摸底，系统掌握老年人年龄分布、

助餐需求、资源条件，统筹考虑人口密度、服务半径等因素，充

分依托国有闲置用房、养老服务机构（服务站）等现有养老服务

设施，建成 36 个老年食堂和老年助餐点并对外开放。积极对接市

内外餐饮企业，与南京唯老汇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试行市场运作、政府扶持方式助力老年助餐服务。探索创新

释放活力。推进“养老机构+助餐”“单位食堂+助餐”“物业企

业+助餐”“老有所学+助餐”等模式，从实施主体、资金、筹措、

服务保障等方面，多维度整合资源，保障助餐行动高效运营。试

点成立村老年协会，开办“公益关爱留守老人服务站”，为留守、

独居老人提供就餐服务。筹备建立慈善总会，设立老年助餐专项

发展基金，先后发动爱心企业捐助资金 10 万元，助力老年助餐项

目顺利推进。（潜山市委组织部）

市外参考

△宣城市着力构建老年助餐服务网络。为深入推进暖民心

行动老年助餐服务工作，连日来，宣城市加大老年助餐点建设、

运营和老年人助餐政策补助力度，着力推进覆盖城乡、布局均衡、

方便可及、多元主体参与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建设。坚持公益定

位。老年助餐服务优先保障失能、空巢、留守、高龄、低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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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群体，兼顾其他老年人的助餐服务需求。低保、特困、高龄

独居、重度残疾、计划生育失独、重点优抚对象、劳动模范等社

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年群体每餐分别补助不少于 1 元、2 元、3

元(分为 60-69 岁、70-79 岁、80 岁以上三个层次递进补助)；每

天补助不少于 1 餐。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适当扩大补助范围、

提高补助标准。引导多元投入。加大各级财政资金和福彩公益金

用于老年助餐服务。引导社区和行政村使用集体经济收入发展老

年助餐服务，鼓励公益慈善、社会捐赠等支持老年助餐服务。对

经验收合格的社区老年食堂，给予不低于 20 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

助；社区老年助餐点给予不低于 10 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助；农村

老年助餐点、村级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给予不低于 5 万元的

一次性建设补贴。由社会餐饮单位改建参与的根据实际发生费用

补助，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市慈善总会发出“善行安徽·爱在宣

城”老年助餐行动倡议书。各地通过乡贤捐赠、认领爱心米油包

等方式积极支持农村老年助餐试点。实行统筹发展。积极发展“中

心厨房+街道老年食堂+社区助餐点+送餐入户”的助餐服务体系。

助餐服务机构必须在满足老年人就餐服务需求的前提下，方可面

向社会提供服务。通过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展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为行动不便、确有需要的老人送餐上门。经评估考核合

格的社区老年食堂年度运营补助不低于 6 万元/年；社区老年助餐

点年度运营补助不低于 3 万元/年；农村老年助餐点年度运营补助

不低于 1.5 万元/年。运营补助可用于支付人员工资、水电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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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费等。加强综合监管。各县市区主动公布老年助餐点地址及监

督电话，依法受理并处理有关举报和投诉。各级民政部门会同市

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对老年助餐点运营、服务

和安全监管。各级民政、财政部门加强对老年助餐资金的监督管

理，做到全程数据可追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用人脸识

别等方法，确保助餐服务精准有效。加大惩处力度。对于编报虚

假就餐信息套取政府补贴资金、收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管理服

务不善不能正常运营、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社区老年食堂、社区

老年助餐点等，一经核实，取消老年助餐服务补贴获取资格，纳

入养老服务信用黑名单。对在助餐补贴资金的分配、审核、使用、

管理等工作中，存在虚报项目内容和补助金额、挤占挪用补贴资

金、贪污浪费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

纪行为，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报：省委组织部，本部领导。

送：各县（市、区）委书记、组织部长，市委各部委负责同志。

发：电子版发县（市、区）委组织部、安庆先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