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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联动监督专辑 (二十三)

济源: 供销社探索 “超市＋食堂”

老年助餐新模式

从济源篮球城东南角的手扶电梯下到负一层,就是济源供销

大食堂.入口处,“老年助餐点”的灯牌格外醒目.“这里饭菜有

荤有素,价格实惠品类多,吃着方便又省心.”常来这里吃饭的

赵阿姨忍不住称赞.

自去年１０月供销大食堂开业以来,不少老年人都成了这里

的常客.在今年开展的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省市县三级人大联动监督中,济源示范区供销社 “超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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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老年助餐模式,也得到省人大执法检查组的肯定,被视作

是供需两侧的 “双向奔赴”.

老人需求催生食堂落地

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伴农而起,是党和政府做好 “三农”

工作的重要载体.为擦亮 “供销”品牌,扩大其影响力,去年４

月,济源示范区供销社与社会资本合作,在篮球城地下商城建成

了供销超市,服务范围辐射周边１０余个居民小区、４个居委会.

“因为周边老旧小区较多,不少老年人,特别是独居、留守、空

巢老人的做饭难、吃饭难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我们依托超市开

办了供销大食堂,为周边老人提供助餐服务.”济源示范区供销

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向阳介绍.为让老年人真正享受实

惠,大食堂不仅推出午餐２荤２素１汤９９元、晚餐１汤１菜２

个包子４９元的特价套餐,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还能享受每餐

１０％的优惠.目前每天有６００多人次前来就餐.

发挥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老年助餐是一项具有公益属性的餐饮服务项目.如何在薄利

运营下让助餐服务走得更远,考验着各方智慧. “在餐食所需的

米面油、禽蛋奶等大宗商品采购中,供销社具有明显价格优势,

就连水果、蔬菜也能从田间地头直采直供,不仅保证食材新鲜,

还降低了采购成本.”王向阳介绍,尽管饭菜便宜,但大食堂仍

有约１０％的利润.这些利润再反哺助餐服务,形成了良性循环.

如今的供销大食堂,不仅开设了老年人专用餐区,配备了适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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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餐椅,还为老年人提供免费酸梅汤、时令瓜果,并广泛开展

助老志愿服务等活动.老年助餐点的口碑也为超市集聚了人气、

引来了客流、增加了营业收入.

各尽其责增进老人福祉

“此次联动监督开展以来,示范区人大工委、市人大常委会

已对１６个镇 (街道)、２２个养老服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开展专

题调研,以高质量人大监督助力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济源示

范区人大工委副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利民表示,供销社

的 “超市＋食堂”助餐模式,为加快构建老年助餐服务网络提供

了有益探索.目前,克井镇原昌村等多个门店都在加紧布设.争

取让供销超市开到哪里,供销大食堂就延伸到哪里.

济源示范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市长俞益民表

示,济源已连续４年将养老服务列入民生实事.规划建设的１０４

个助餐点,已建成７３个,１８个已开始运营. “以此次联动监督

为契机,济源将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不断提升养老服

务能力水平,优化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强化养老资源要素保障,

加快发展养老产业和银发经济,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

济源示范区供销社 “超市＋食堂”的老年助餐服务模式,是

供销社系统打造服务链、提升价值链的新举措,开辟了为农服务

的新路径.省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深入总结经验、做好谋

划研判,放大试点经验实效,稳步推进供销超市老年助餐点的复

制推广,在助力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供销系
—３—



统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有力推动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供稿)

　报: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发: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一级巡视员、办公厅

副主任、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办

事机构、机关各处室

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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