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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新升级、无障碍设计、定制营养膳食……

社区食堂越开越多，沪上老人挺幸福

| 生活在上海的“小确幸”

“说起来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幸福的，在离

家   分钟的步程范围里就有两家社区食

堂。”家住杨浦区的爷叔赵先生颇感欣慰，

“我们家住在殷行街道和长海路街道的交界

处，以前这里是没有社区食堂的，今年一下子

开出了两家，一家走  分钟就到了，另一家走

  分钟也能到。”

社区食堂现在成了周边最热门的餐厅之

一，“因为可选的菜色很多，目测有上百种。早

餐两家食堂都是顾客盈门，用餐高峰还要排

队。”

“两家社区食堂各有千秋，只隔了一条

街，也有互相打擂的意思，你比我早开业，我

比你多一项供应早餐，你比我市口好，我比你

菜色更齐全……”赵先生告诉记者，两家社区

食堂你追我赶，暗暗较劲，受益的反而是周边

居民。

正是因为这两家食堂的相互比拼，居住

在附近的老年人在社区食堂用餐也能有更多

的选择。“从周边一个社区食堂都没有，到现

在能在两家之间挑挑拣拣，用现在时髦的话

讲，感觉到有点‘小确幸’。”

和赵先生有同样感觉的不在少数，在记

者走访沪上社区食堂的过程中，看到当下在

上海，特别是临近中心城区，社区食堂的分布

已经较为密集。

当记者处于红松东路社区食堂，在地图

软件键入“社区食堂”能看到， 公里左右的

范围内，另有  家社区食堂，距离    公里

左右处，还有  家社区食堂，跑  公里左右

还有更多选择，也就是说从红松东路出发，

几乎每骑车十分钟左右就能找到一家社区

食堂。

“社区食堂分布密集”在上海中心城区

这种感觉更为突出，记者在某一天午餐时段

连续走访徐汇、静安两个区多家社区食堂，每

家社区食堂之间的距离骑车一刻钟可达。

家住南京西路街道的爷叔许先生告诉记

者，他常常光顾的社区食堂有三家，都是从家

中出发步行可达，因此常常可以换口味。

据了解，上海最早的社区食堂开始于

    年前后，原本主要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问

题。“最早的时候，有条件的居委会找到合适

的场地开设了助老就餐点，简单来说，就是按

照预定量提前把配好的套餐送到助老就餐

点，有需要的老人可以前来用餐。”一位从事

为老服务的街道负责人告诉记者，助老就餐

点就是社区食堂的“雏形”。

为了让老年人在用餐上有更大的选择空

间，慢慢地，一些街镇开始兴办社区食堂。

从     年至今，上海的社区食堂已经由

较早的开在居民区内、服务周边居民，发展到

开到沿街铺面，面向周边居民、办公人群，甚

至全人群。

记者走访的红松东路社区食堂附近有虹

桥紫京苑、富宏花园、东苑古北尚郡等多个居

民小区以及虹桥总部、上虹产业园区等办公

楼，周边居民和上班族是这里的常客。

徐汇区的   梧桐院则是沪上“网红社

区食堂”，不仅有老年人，不少周边白领、不爱

做饭的年轻人也时常光顾，甚至成为来沪游

客的打卡目的地之一。

| 空间设计考虑到了适老化

而随着社区食堂的数量越来越多，前来

用餐的人越来越多，社区食堂之间也“卷”了

起来。

  款老年膳食营养套餐、外卖点、特色

档、下午茶、老字号品牌以及公共餐区……今

年  月新开的红松东路社区食堂可以说是拥

有着社区食堂的较高配置了。

走进社区食堂内，可以看到就连空间设

计也考虑到了适老化。

灯光用的是柔和暖黄色温，通过合理的

照度营造人性化光环境；地面无高差方便轮

椅进出，地砖选用防滑系数高材质，墙面及家

具选用圆弧倒角，无障碍设施融入空间设计，

社区食堂内实现了适老化。

而身处邬达克设计的特色建筑老洋房，

  梧桐院社区食堂主打一个环境优美。

明亮的落地窗镶嵌在红墙之中，能惬意

地坐在落地玻璃窗前，一边品尝价格实惠的

美味，一边欣赏老洋房与梧桐树组成的美妙

街景。

香肠荷兰豆、干煎带鱼、肉饼子炖蛋、糖

醋鱼块、木耳肉丝炒蛋、椒盐排条……走进，

就能看到食堂特色菜品推荐，老年人打了一

荤一素一汤作为午餐，还提着自带的便当盒，

把晚饭一起打包回去。

“爱打包”是在每家社区食堂都能见到

的场景，不少老年人自带饭盒、手提包，还有

不少社区食堂还专门设立打包台，供应一次

性打包盒、勺子筷子等餐具，以及打包带。

为了照顾老年人口味，社区食堂的菜品

口味更为清淡。

“我以前经常来这个社区食堂吃的，后面

觉得菜有点咸，口味有点偏重，隔了一段时间

没来，最近发现好像菜品又变清淡了一些，所

以我又经常来了。”家住周边的顾阿姨告诉记

者，社区食堂照顾到老年人的作息时间，  

点钟就开放午市，老年人可以优先用餐，不少

老年人也在这个人比较少的时间段，和社区

食堂的工作人员聊聊天，反馈反馈对于菜的

搭配、口味等的建议。

“实际上，我们是会根据老年人的建议

来调整菜色和口味的。”  梧桐院社区食堂

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杨先生告诉记者，在听到

老年人反映菜太咸的问题之后，也特别关照

过厨房师傅，照顾老年人的口味，在保证色香

味俱全的前提下，更清淡些。“需要送餐上门

的老年人一般比较高龄，我们的菜品除了更

为清淡，也是为他们特制了更为软糯的饭

菜。”

可以看到，几乎每家社区食堂都通过“明

厨亮灶”的方式，向公众展示餐厨服务全过

程。红松东路社区食堂、  梧桐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他们还通过智慧助餐系统，令社区食

堂打通了食材供应商的数据接口，通过系统

后台实时掌握食堂就餐老人、菜谱设置、原料

采购、食材加工时间、成品入库时间、不同菜

品的售卖情况等。

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普遍有一个感

受就是在社区食堂用餐更为安心。

| 仍有食堂延续传统的预定形式

当然，沪上社区食堂数量众多，也并不全

是“高配置”。

记者在静安区石二社区食堂看到，他们

至今仍延续十几年前的样貌和就餐形式。

相比于当下新开或重新升级过的、装饰

一新的社区食堂，走进石二社区食堂可以看

到，无论是装潢还是设备上都较为陈旧。

“我们食堂目前还没有装    机，对于

本街道的老年人，采用的是提前预定、提前预

付的形式。”社区食堂运营方相关负责人谢女

士告诉记者，目前，该食堂仍保持十几年前为

老年人供应套餐的形式，“老年人套餐只面向

本街道老年人，一份套餐是   元钱，一荤一

素一菜一汤，老人在社区办好相关手续以后，

定好每个人要预定的份数，并且提前交好费

用，居委会就会给我们一份每个人供应套餐

的明细列表，我们根据这份清单供应每日套

餐，老人到食堂来用餐。”

记者了解到，该社区食堂每日的老年人

预订餐量在    份上下，而到食堂用餐的除

了该街道老年人，也不乏周边白领。面向周边

白领，同样的套餐价格为   元。

如果本街道老年人没有预定，来食堂吃

饭，那么就要按照   元的费用来收；假设一

个月老人预定、预付   份，但是没吃到这个

量，可以选择退款，或者延到下个月。

谢女士坦言，这样的订餐形式相比很多

社区食堂，模式上已经很陈旧，亟待更新升

级，“我们这片区域是整个上海城市更新的重

点区域之一，我们隔壁的空间已经在装修，应

该不久后石二社区食堂也会更新升级，但是

最终的改造升级方案还没有确定，所以目前

还保持原来的模式。”

在城市更新如火如荼的当下，越来越多

的老社区食堂也将迎来焕新升级。

晨报首席记者 吴琼

见习记者 崔逸星 摄影报道

两家社区食堂临街而望， 骑车十分钟也

许就能找到社区食堂， 沪上社区食堂的选择

越来越多！ 无障碍空间设计、定制软糯饭菜、

营养膳食套餐……新开社区食堂推出老人友

好服务； 虽然也有社区食堂仍延续十几年前

套餐预定形式，但改造升级已在规划中。

老年人说， 沪上社区食堂越来越多，助

老用餐也能 “挑挑拣拣”， 是生活在上海的

“小确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