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4日，天桥街道留学
路社区铺陈市胡同35号一片欢
声笑语，当天，“胡同味道”老年
餐桌正式投入使用，解决了社
区老人就餐难题。

“土豆烧牛肉、红烧鸡翅、
鸡蛋西红柿、蒜蓉豇豆……”
当天中午，老年餐桌上饭香四
溢，前来就餐的老人们露出幸
福的笑容。“您看今天中午的
菜谱，这几样菜软嫩、清淡，最
适合我们老年人了。”“您看这
饭菜，种类多，也不贵，老年餐
桌我们都喜欢。”居民们端着
饭菜赞不绝口。

据悉，留学路社区老年餐
桌是由有资质的馨阑之家老年
公寓承办。午餐包括荤菜2种、
半荤菜2种、素菜2种、主食3
种，由老人自选，餐价6～15元
不等。身体允许的老人可以到

社区老年餐桌进行安全就餐，
身体不便的老人可提供入户送
餐服务。

家住铺陈市胡同的刘天锦
阿姨，长期照顾因病卧床的爱
人和93岁的老母亲，每天的吃
饭是个老大难问题。“在外订的
餐总感觉不太熟，还要回锅热
一下。咱社区的老年餐桌提供
送餐服务，吃了刚才送来的饭
菜感觉特别可口，而且营养搭
配合理，真是太方便了。”刘阿
姨高兴地说。

据了解，留学路社区是典
型的平房区，现居住人口老龄
化严重，六十岁以上老年人980
人，其中八十岁以上老人125
人，且大部分为空巢老人。此
外，平房区居民做饭多使用煤
气，换煤气对老人来说也是比
较困难。社区建成老年餐桌是

居民们的普遍愿望。
根据这种情况，天桥街道

对留学路社区老年餐桌项目进
行了民意立项，最终居民全体
同意通过。“社区党委在调查中
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就餐

问题已成为社区老年人关注的
重点问题。场地限制一直是开
办老年餐桌的障碍，去年，留学
路社区居委会搬到了铺陈市胡
同35号上下两层的小楼，用于
服务群众的场地一百多平米。

社区党委在征求居民意见的基
础上，最终决定在此开办了‘胡
同味道’老年餐桌。”社区党委
书记王玉华介绍说。

一直以来，留学路社区依
照“七有”“五性”的要求，补
发展短板，建美好家园。社区
积极挖掘服务资源，深化、细
化服务项目和形式，努力实现
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宜居性和
服务的多样性。下一步，社区
计划将铺陈市胡同35号的活
动场地打造为社区“邑家亲”
党组织为民服务阵地，整合多
方资源运营管理，持续解决社
区老人就餐、日常生活照顾、
便民服务、社会交往、文化活
动、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等问
题，提升社区居民生活的便利
性和幸福感。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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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留学路社区老年餐桌开启幸福留学路社区老年餐桌开启幸福““胡同味胡同味””

本报讯 9月10日，中国烹
饪协会在京发布《餐饮服务量
化分级评定规范》（以下简称
《评定规范》）。

2019年底，中国烹饪协会
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开始
起草全国统一的量化分级评定
标准，通过制定该标准，进一步
健全餐饮服务量化分级管理，
完善监管制度标准体系，将全
国餐饮业量化分级工作打造成
行业自律、社会共治的载体，
逐步在全国餐饮业全面推广。

《评定规范》在《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基础
上，对参与评定的餐饮服务单
位首先考量食品安全水平，在
保证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引入
餐饮服务品质提升，增加了对
用餐环境、菜品质量、服务质量
多方面的要求，以期为消费者
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舒适温
馨的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餐饮消费需求。同时鼓
励各地行业协会结合量化分级
评定规范内容，开展“餐饮业
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示范单位”
“品质餐饮示范店”等创建活
动，发挥优秀企业的示范引领
作用，推动餐饮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

《评定规范》是中国烹饪协
会充分运用食品安全工作委员

会专家资源，历时9个多月，经过专家起草组数十次
修改，十余次专家论证会，并通过向地方协会、餐饮企
业广泛征求意见后，于近日正式发布。《评定规范》主
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侧重食品安全，第二部分侧重
品质与服务，包括对用餐环境、菜品质量、服务质量多
方面的要求。

《评定规范》的制定，是充分贯彻社会共治的具
体体现。遵循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团牵头、企业
自律原则，全面激发餐饮服务单位自主提升，形成由
政府推动为主转变为市场自我发展、行业自我约束
为主，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相关机构和专家参与，地
方协会配合，连锁品牌餐饮企业积极响应，社会公
众监督共建的格局，打造餐饮业品质不断优化、健康
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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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6日从市商务局
了解到，近期北京确定了第一批
“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10条特
色餐饮街区上榜。

据了解，经北京各区商务部门
推荐、第三方机构评定、北京市商务
局研究确定，东城区簋街、朝阳合生

汇?21街区、朝阳区中骏世界城商业
街、望京合生麒麟新天地商业街、朝
阳区霄云美食街、海淀区华熙LIVE?
五棵松商业街、石景山区台湾街、通
州区东郎电影创意产业园商业街、昌
平区龙域中心西区商业街、顺义区中
粮?祥云小镇商业街等10条街区为

第一批“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
北京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抓好“深夜食堂”特色餐
饮街区挖掘培育工作，不断激发餐
饮消费升级潜力，促进北京“夜经
济”繁荣发展，更好地满足市民多
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北京公布首批“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

本报讯 日前，新发地主市场
铁路以北区域正式开放营业，标
志着新发地市场全面复市。此
前，新发地市场铁路以南区域已
从8月15日起恢复营业，蔬菜水
果进场量已从1.3万吨上升至2.3
万吨。随着全面复市，每日进场
量将达3万吨左右，预计在中秋、
国庆双节来临之前将恢复到历史
同期供应水平。

新发地复市，如何确保防疫
安全？“早在7月4号，新发地市场
就完成了终末消毒，经专家组评
估结果合格。”北京市丰台区常务
副区长周新春介绍，今后将全面
取消地下空间交易，禁止在地下、
半地下空间从事一切交易行为，
消除疫情安全隐患。

复市后，新发地按照“三防四
早九严格”的要求，建立“四个一”
防疫工作机制，即体温一日一监
测、摊位一日一清洗、场所一日一
消毒、市场一周一次全面消杀。
在市场出入口设立红外测温设

备，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全面、准
确、快速登记进出人员信息，做到
可查询、可追溯。同时，安排第三
方检测机构入驻，定期对市场内
环境、物品、包装材料、公共用具
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抽检。

按照要求，复市后的新发地
市场坚持批发属性，全面取消零
售功能，不再向个人消费者开
放。新发地市场采取“卖方注册
制、买方会员制”，买卖双方均须
在“北京新发地”或“新发地”微信
公众号上进行注册，通过验证后
才能进入市场交易。卖家须在进
场前一天，在公众号完成“明日车
辆申请”，报备个人信息、车牌号、
货物品类、产地、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货物照片等，并明确具体进场
时间，通过审批后才可于第二天
进场交易。买家则需要提前半
小时预约进场，预约需提供姓
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公司主
体等。

周新春介绍，复市后的新发

地批发市场启用智能化管理系
统，货品进场需在新发地市场智
能管理系统上进行登记，上传货
物品种、数量、产地证明、产品检
测合格证明等信息，经市场核实
确认无误后方可进场交易；试行
电子交易，确保买卖可溯。场内
交易时，由买方出示交易码，卖
方识别后填写货品、金额、数量、
产地等信息，买卖双方确定提交
后再进行货物交易。交易完成
后买方离场需展示会员码，由市
场工作人员扫描识别，收集交易
信息上传到智能管理系统，做到
货品来源信息可追溯，货品去向
可清查。

从注册、预约、进场、交易，一
直到离场，5个环节全部线上留
痕。“谁开什么车，拉了哪些货物，
货物从哪来，进场后与谁交易，货
物流向哪里，交易的全过程都可追
溯、可查找。”新发地批发市场常务
副总经理顾兆学说。

（《人民日报》）

新发地市场货品交易全程可追溯

东城区簋街、朝阳区霄云美食街等10条街区上榜

蔬菜水果日进场量将达3万吨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