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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幸福餐厅”
赵益  刘小祥

社区食堂 百姓
注关

从“银发”到“黑发”
 社区食堂大有可为

柳玫玫

“下楼就能吃饭，价格不贵，花

样还多！”

“老年人吃饭可以打折。”

“在这里就餐干净卫生，吃得

很放心！”

……

近年来，服务居民的社区食堂

在我市遍地开花，悄然走红。社区

食堂最大的特点就是价格实惠、用

餐便利，不仅能有效解决附近居民

“一老一小”的就餐问题，还抓住了

不少年轻人的“胃”。社区食堂满足

了哪些人的就餐需求？是否能真

正做到物美价廉？社区食堂与其

他餐饮店的运营模式有何不同？

如何才能健康长远地发展下去？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走访了我市多

家社区食堂。

“社区食堂”受欢迎
物美价廉又卫生

近日，走进陈仓区千渭街道铁

道南社区食堂，只见消毒柜、餐桌

干净整洁，设有 30余个座位、1个

打饭窗口。透明玻璃后，是一盘盘

色香味俱全的菜品，6元一份的大

块红烧肉色泽红润、软糯酥烂，4

元一个的红烧狮子头酱汁浓郁、油

亮飘香……价格表上两荤两素 10

元，蛋花汤免费供应。

中午 11 时 10 分许，打菜窗口

前已排起了长队。住在附近的老人

三三两两走进食堂，排好队，点几

道喜欢的饭菜，或打包带走，或围

桌而坐，其乐融融。

“打菜师傅的手一点都不

‘抖’，菜量让人满意！”开业4个多

月来，凭借物美价廉，铁道南社区

食堂受到越来越多周边居民与上

班族的青睐，每日可接待 400多人

次就餐。“这里的饭菜味道很合口

味，服务态度也很好，关键是价格

优惠，你看我们两个人一顿能吃好

几个菜，只花了 20元。”75岁的退

休老人杨鹏和老伴打好饭菜，直接

就在食堂用餐。老人说，社区食堂

离家很近，非常方便。“我们在附近

工地干活，基本天天都来，这里一

大碗面才 8元，量大又实惠。”正在

用餐的除了老人之外，还有不少在

附近工地上班的建筑工人。

笔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与社

会化餐饮店相比，社区食堂公益属

性较强，价格实惠是其最为重要的

特征。“如果家附近有实惠健康的

食堂解决一日三餐，对于财力、精

力有限的居民，比如老人来说方便

不少。”这是渭滨区新建路东社区

企退便民小食堂负责人王海最初

的考虑。

“与外面的餐馆和饭店相比，

社区食堂主打的就是性价比。”铁

道南社区食堂负责人岳少宁认为，

社区食堂有三大特点：从选址看，

位于社区内部或周边，运营成本比

大多位于商业区的餐厅低很多；

从客群看，面对的是社区居民这一

相对固定的群体，做的是“回头客”

生意；从定位看，口味更家常，环

境、服务更注重亲切实在。

除了实惠和便利之外，安全卫

生也同样是社区食堂受欢迎的原因

之一。位于金台区的轩苑社区大食

堂是由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经营管理

的，在食堂内，笔者看到用餐区的墙

上挂着一个个文件夹，上面有供货

资料、留样记录本、食材采购发票等

资料。“要从源头上把控食材的安全

与品质，同时，也要保证所有菜品都

是新鲜现做。”轩苑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负责人赵玉峰说。

同样是替代日常做饭需求，社

区食堂比外卖多了一定的社交功

能。“每天在这里用餐，不仅能吃好

吃饱，还能和老朋友说说话。”退休

的王宏伟是轩苑社区大食堂的常

客，不仅常在这里会老友，还结识

了一些新朋友。

性价比高、对外开放、兼具社

区社交功能等，种种优点让社区食

堂满足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用餐

需求，在多种餐饮方式中占据了一

席之地，也在越来越多的社区落地

生根。

“开放食堂”待探索
经营模式是关键

陈仓区虢镇街道东街社区党

总支书记张云表示，虽然开办社区

食堂的最初想法是给社区内不方

便做饭的老年人提供帮助，但实际

上，对社区食堂有需求的人群不只

是老年人，还有青年独居人群、带

孩子的双职工家庭、学生群体等。

“在家做饭麻烦，在外吃又贵

又担心不安全。”初入职场的单身

青年李蓉告诉笔者，每天下班回家

将近晚上 7 点，自己做饭，吃饭洗

碗收拾，哪怕只做一个菜，也要折

腾到晚上 8 点多，浪费了不少休息

时间。

“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吃饭时间

不同，吃饭时间也是错峰的，基本

上不存在排队就餐或者没位置的

情况。”岳少宁表示，社区食堂要想

实现长期健康运营，市场化的发展

方式是大势所趋。目前虽然只经营

了一家社区食堂，但为更多的社区

建起配套食堂已经成为岳少宁的

目标。

在金台区轩苑社区大食堂，大

厅内设有普通就餐区，大厅外还设

有包间。“这部分空间主要是满足

亲朋聚会、家庭聚餐、生日庆典等

需要，为此我们推出各类家常小

炒，相比日常就餐服务，这部分服

务带来的收益还能为老人助餐提

供助力。”赵玉峰说。

与社会餐饮店比，社区食堂具

备更强的社交属性和公益性，因此

社区居民对社区食堂的情感认同

更强，即“用户黏性”更强。一些社

区食堂正利用此项优势，丰

富经营业态，组建微信群，拓展售

卖渠道。还有的社区食堂扩大服务

范围，推出定制团餐、线上订餐、外

卖等方式，为周边社区居民和工作

人群提供餐食服务。

社区食堂市场化发展道路能

否走得好？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社

区食堂盈利周期较长、利润相对有

限，但长期经营仍有吸引力，与其

坚持办老年人专属食堂，还不如打

开思路，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有需

求的群体提供服务。只有为更多人

群提供便利，社区食堂才能“走”得

更远更稳健。

“幸福餐桌”怎么建
多方支持不可少

“社区食堂本质也是餐饮店，

固定的成本都摆在那里。”王海告

诉笔者，他经营的小食堂于今年 5

月开始营业，为支持其发展，社区

免费提供了经营场地，虽然目前基

本能够实现“平进平出”，但前几个

月会有一段亏损期。

“办社区食堂就别想赚大钱，

能够支撑下去就已经很不错了。”

一家社区食堂经营者在采访中坦

言。笔者了解到，由于社区食堂定

价低，利润不高，经营较好的社区

食堂收益尚可，剩下的部分食堂基

本能做到收支平衡，还有不少社区

食堂初期会出现亏损情况。

如何挖掘社区食堂潜力，确

保其健康持续发展？王海认为，自

身发力是关键，社区食堂作为重要

的公共服务场所之一，市场规模不

小，持续运营很有发展潜力。

“社区附近有医院、老年人活

动中心等聚集性场所，我们积极拓

展市场并提供送餐上门服务。”王

海说，客流扩大后，采购、运营、管

理等环节成本都实现了有效降低。

除了增加客流、自寻出路外，

社区食堂的发展还需要政府部门

扶一把。赵玉峰认为，目前社区食

堂还处于市场培育阶段，既要保证

其公益属性，又要保障其自身发

展，初期投入很大，培育过程会比

较长。在这个过程中，政策上的支

持和投入是必要的，需要相关部门

在政策、资金、经营场地等方面给

予支持，引导社区食堂健康发展。

今年 7 月，商务部等 13 部门

联合发布的《全面推进城市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提出要探索发展

社区食堂。近年来，我市也根据

实际情况出台政策，对食堂建

设、老年人用餐等给予不同程

度的补贴，积极推动社区食

堂建设。

小食堂连接着大民

生，作为基层公共服务的

重要内容，社区食堂打

通了便民生活“最后一

公里”。希望未来能

有更多的社区食堂

出现，找到公益属

性与市场经营

之间的平衡

点，惠及更

多群众。

社区食堂作为居家养老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初衷是为了解
决社区老年人的吃饭问题，特别
是独居老人、年迈体弱老人等群
体的吃饭难题。由于社区食堂树
立了良好的口碑，一些中青年及
中小学生也选择走进社区食堂
就餐。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如
今工作和生活节奏普遍加快，上
班族自己在家做饭时间紧又辛
苦，经常下馆子经济上承受不起，
点外卖油盐重、不健康，于是实惠
可口的社区食堂就成为他们的
好去处。“来的都是客”，社区食堂
经营者要在服务好老年人的同

时，积极拓展领域，针对打工族、
残疾人、患病群众以及父母工作
繁忙的学生等潜在客群，提供对
应的服务，做到“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既增加经营收入，又做到
便民利民，实现双赢。

饭菜可口、经济实惠是社区
食堂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区别于

闹市街巷餐饮店的显明特征。因
此，社区食堂要坚持普惠性质，
树立以民为本的服务思想，时刻
将食品安全放在首位，以薄利多
销的运营方式打造群众身边
的放心餐厅。相关部门
和单位要通过

无偿提供场所、租金减免、设施
赞助、资金补助等方式，积极为
社区食堂建设运营提供扶持和
便利，促使社区食堂遍地开花。
社区食堂不在大小，要因
地制宜，可大可小，干
净、卫生、方便，够
用就行。

陈仓区铁道南社区食堂内，附近居民在就餐。

渭滨区新建路东社区内开设了一家企退便民小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