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家近、种类多、还便宜，在西城，很多老人不再为吃饭犯难。西城区自2022年启动“父母食堂”建设，目前全区的养老助餐点位已
达300余家，基本覆盖全区。热腾腾、情满满的“孝亲饭”受到了老人的欢迎。如今，“父母食堂”的服务量从一开始的每周3000单，迅速
增长到每周6万单以上，有的“父母食堂”一到饭点就排长队。“父母食堂”如此火爆，背后有哪些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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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点50分，距离原定的晚餐开餐
时间还有10分钟，位于西城区玉桃园三区
11号楼底铺的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就提
前迎来了8桌客人。

自助餐台背后的显示屏上展示着今日
菜谱：蒜香龙利鱼24元、酸菜炖白肉16元、
鸭血烧豆腐8元、青椒土豆片4元、蒸鸡蛋
羹5元……12道菜，有荤有素，还提供免费
汤、粥。老人可以自选自取。

面积430平方米的新街口街道“父母
食堂”于去年11月投入使用，辐射周边21
个社区。开业仅两个月，这家“父母食堂”
就完成订单2万余份。今年以来，订单量

更是逐月增加。“今年4月份，我们就完成
了13310单。”负责人杨斌表示。

开业半年，这家“父母食堂”为何备受
百姓喜爱？“我们以前就在这儿开餐馆，做
过鲁菜、川菜、家常菜，做了小二十年。”杨
斌表示，去年6月，原来的餐馆通过升级改
造，转型成为新街口地区的“父母食堂”。

虽然做了多年餐饮，但杨斌很快发现，
老年餐与社会餐饮有着显著差别。老年人
随着年龄增长，消化系统功能下降，胃肠蠕
动减慢，还有部分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等“老年病”，因此除了要将菜做得软烂易
消化之外，还必须低油、低盐、低糖、低脂。

亮点
大厨改良菜品菜品每月大排名

为了抓住老年人的胃，大厨对菜品进
行了改良，例如，将炒青菜由煸炒改为白

灼；红烧鱼改成了清蒸鱼，低油少盐更健
康。有老人反映宫保鸡丁太辣，大厨便推
出了“免辣版”，还将嚼起来嘎嘣脆的花生
米改成了软烂的胡萝卜。

“父母食堂”的菜单并非一成不
变，而是根据老人的喜好不断优
化。每个月，工作人员会通过后
台 数 据 分 析，对所有菜
品进行排
行，名列
前茅的菜
品 予 以 保
留，销量垫底的
菜品会被淘汰。改
良后的“父母食堂”
深受老年人欢迎。这家
餐厅共有120个餐位，中午
能翻台三四次。

（张楠王琪鹏）

据西城区民政局统计，“父母
食堂”服务量从最开始的每周
3000单已增长到每周6万单以上，
可谓增长迅猛。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喜欢去“父母食堂”就餐，这解
决了老人居家养老的一大难题。

以往，老人助餐有过很多尝
试，但有时叫好不叫座。老人们
的反映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菜
品有的太咸或太油，有的量大吃
不完；有些是提前做好的盒饭，口
味比较差；有的餐厅各方面都不
错，就是离家远。

为此，西城区对纳入“父母食
堂”的养老助餐点进行统一运营
管理、统一形象标识、统一支付结
算、统一标准规范、统一服务公
示，实行标准化管理后，养老助餐
服务质量有了显著提升。在服务
上，为老人提供小碗餐、自助餐、
称重餐等多种选择；除了提供堂
食，还为老人提供网上预订、电话
预订、送餐上门等服务。支付也
越来越方便。在美意延年综合服
务中心，老人还可以“刷脸支付”。

在养老助餐服务中，饭菜的
质量至关重要。在孙志超看来，
部分“父母食堂”火爆的背后是
老人充分的认可，“只要口碑好，
想不赚钱都难。老年人吃饭，不
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要想留
住老人的心，自己就得用心，要像
给自己的父母做饭一样经营‘父
母食堂’，让老人吃得营养、吃得
健康，真正对得起‘父母食堂’这
四个字。”

每周服务量超6万单一到饭点就排长队

“父母食堂”让老人乐享舌尖幸福

在广外街道的红居街，人气最旺的不是
什么知名大饭馆，而是一家“父母食堂”。这
里的美意延年综合服务中心社区餐厅，助餐
服务量在整个西城区都排名前列。中午不
到11点半，这里已经排起了长队。

“这里饭菜好、环境好、服务也特别好。”
说起这家“父母食堂”，家住手帕口南街的孙
择玲阿姨给出了“三好”的评价。孙阿姨今
年77岁，她和老伴几乎天天来这里用餐。
“我们是这里的‘铁粉’。”老两口笑着说。

对于一些老人来说，吃饭曾经是个大
问题。有时费力做了半天，一顿又吃不完。
孙阿姨和老伴儿以前就为吃饭问题而头
疼。去年年底，美意延年综合服务中心落户
广外街道，老两口的烦恼解决了。

“你看我们俩这顿饭，有荤有素，还有
鱼、米饭和粥，这要在家顶多做俩菜，吃不了
这么丰富。”对于这里的菜品，老两口赞不绝

口。“父母食堂”在价格上对老人还有优惠，
一桌子菜不到50块钱。“我们中午再带回去
俩菜，做碗面条或疙瘩汤，晚饭也有了。”说
起现在的生活，老人非常满意。“来这里吃饭
的还有90多岁的老人呢。”孙阿姨说。

“我们每天的服务量，堂食加配送大约
是1200人次，这个数量还在逐月递增。”美
意延年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志超介绍，
他们目前已经服务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居民
7万多人次，很多老人都是回头客。因为饭
菜可口又健康，许多孩子甚至健身人士也
来这里用餐。

亮点
“小份菜”现做现炒节假日也不打烊

令人惊讶的是，这家“父母食堂”开业
到现在才130多天。为什么会这么火？

原来，美意延年综合服务中心所在的
广外街道，老年人数量多，就餐需求较大。
“我们是西城区国企天恒集团与街道共同
合作的项目，居民对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信
任。”孙志超说，餐厅采用优质食材，每天提
供25道菜品，坚持现做现炒，使用小份菜，
一顿饭均价在25元以内，物美价廉。

“我们希望将来通过服务来生存，并没
有想着通过餐饮挣钱。”孙志超说，他们制
作老年餐可谓“不计成本”，仅前厅加后厨就
有21个工作人员。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
人，餐厅除春节外，周末、节假日都不打烊。

据介绍，美意延年综合服务中心上下
两层，共1137平方米，有社区餐厅、24小时图
书馆、健康咨询和养老托育等服务，并不仅仅
是一家“父母食堂”。在寸土寸金的西城区，街
道免费提供了这块场地，从而让运营方能够
“轻装上阵”，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中午，73岁的杨阿姨来到位于月坛街
道真武庙四条路的京铁生达“父母食堂”，
和老姐妹相约共进午餐。避风塘大虾、芫
爆鸡丝、肉炒双花、木须茄子、白灼菜心，再
加上米饭、玉米、汤羹以及新鲜水果……只
花25元，杨阿姨就在“父母食堂”买到了五
菜一汤的午餐。很快，她就找到了自己的
老伙伴，三个人聚在一起边吃边聊。

其实，这家“父母食堂”原先是一家员
工食堂，并不对外开放。去年10月，隶属
于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的北京京
铁生达大厦将自己的员工餐厅拓展成“父
母食堂”，推出了28元和35元两款套餐，持
有老年卡的老人还能减3元。“父母食堂”
的助餐服务一经推出，立刻引来了附近老

年人的关注。
“眼看着来这里吃饭的老年人越来越

多。我还在这儿交了两个‘饭搭子’，每
天就盼着来和她们一起吃饭。”杨阿姨笑
称，她如今不仅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心情
也好了。

“这边的伙食太好了，天天换花样，你
看我都胖了。”在采访过程中，许多老人发
出幸福的感慨。

北京京铁生达大厦有限公司总经理于
永泉表示，除了午餐，他们还为老年人开设
了15元自助早餐和晚餐外送服务。“父母
食堂”刚开业时，每月就餐人数为1300余
人次，到了今年4月，就餐人数已经突破
2100人次。

亮点
为生病老人送餐上门就像亲人一样

来自湖南的陶阿姨经常在“父母食
堂”用餐。今年1月，陶阿姨因为生病无法
出门，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父母食堂”
打电话求助。工作人员一听，立刻承诺：
“阿姨您别担心，我们给您送饭。”第二天
一早，热乎乎的饭菜直接送到了陶阿姨的
家门口。临近中午，敲门声再次响起，工
作人员又把午饭送到了陶阿姨手上。“‘父
母食堂’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老人，像
亲人一样。”痊愈后，陶阿姨特意画了一幅
“年年有余”，装裱之后送到了“父母食堂”
以示感谢。

广外街道美意延年综合服务中心
老人成为“铁粉”点赞“三好”餐厅

月坛街道京铁生达“父母食堂”
员工食堂敞开大门 持老年卡再减3元

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
老餐馆转型而来 辐射周边21个社区

用心服务
换来金口碑

■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