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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发展，农村劳动力外流，“空心村”越来越普遍，“一餐热饭”成为农村老年人的迫切需求，

J镇“幸福食堂”工程较好地解决了当地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本研究以J镇“幸福食堂”工程为

例，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分析“幸福食堂”工程运行现状，对存在的覆盖面不够广、政策宣传

不到位、服务路径单一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改善措施，以期提升服务质量，助力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体系

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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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rural labor force outflow, “Hollow Villag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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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and “a hot meal”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of the rural elderly. The “Happy Canteen” 
project in J Town has better solved the local elderly “difficult to eat” problem. Taking the “Happy 
Canteen” project in J Tow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Happy Can-
teen” project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ield visit, and proposed targeted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verage, inadequate policy publicity and single 
service path, in order to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and help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to improve the 
meal assistance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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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要构建城乡老年

助餐服务体系。“十四五”时期，中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被视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重要窗口期。2020 年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人，占

18.70%。预计 2025 年这一人数将突破 3 亿，2033 年将突破 4 亿，2053 年将达到 4.87 亿的峰值。随着我

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大幅增加。与城市相比，农村养老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对

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受家庭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外流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越来越

无法满足他们的养老需求，而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就是“一餐热饭”，如何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吃饭问

题成为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1]。 

2. “幸福食堂”工程基本情况 

自 2021 年开始，该县开始实施“幸福食堂”工程，聚焦“老有所养、老有善养”，明确对 75 岁及

以上老年人提供每天至少 1 餐的供餐服务。运营模式主要包括镇一级集中配餐和村一级自办配餐[2]。 
J 镇创新“老有善养”模式，按照“市场化运作、企业化运营、集中化配餐、全域化覆盖、多元化融

资、长久化运管”总体思路，采取“政府出一点、村集体出一点、爱心捐助筹一点、老人交一点”的“四

个一点”多元化筹资方式，实现 77 个行政村全覆盖。其中，县乡财政分别补贴每人每天 2 元、1 元，子

女为老人每餐缴费 1 元；参与配餐老人 781 人，主要包括 75 岁及以上老年人和无自理能力人员，采用集

中配餐模式村庄 63 个、参与老人 608 人，自办配餐模式村庄 14 个、参与老人 173 人。“幸福食堂”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地农村老年人的就餐需求。 

3. “幸福食堂”工程运行现状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设计了《农村“幸福食堂”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接

受“幸福食堂”助餐服务的老人，采取一对一、面对面方式发放问卷 220 份，有效回收 216 份，有效回

收率 98.18%。使用 SPSS 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一分析和处理。 

3.1. 受访者基本情况 

从性别比例来看，受访者中女性占比非常高，达 83.3%；从年龄段来看，80~90岁区间占比达到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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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就餐主力；从居住情况来看，独居老人最多，占比达到 50.0%，与子女共同生活和夫妻共同生活比例

相同，各占 25% (表 1)。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basic information 
表 1. 基本情况统计表 

指标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36 16.7 

女 180 83.3 

合计 216 100.0 

年龄 

70~80 72 33.3 

80~90 90 41.7 

90 以上 54 25.0 

合计 216 100.0 

居住情况 

与子女共同生活 54 25.0 

夫妻共同生活 54 25.0 

独居 108 50.0 

合计 216 100.0 

3.2. 就餐情况分析 

老年人随着自身年龄的不断增加，自理能力越来越差，很难再有精力准备丰富健康的饮食，简单应

付、饮食不规律等现象屡见不鲜，长此以往，身体素质必然不断下降，“幸福食堂”工程很好地解决了

这一难题，提升了老年人幸福指数。表 2 显示，受访者中 100%非常愿意接受这项服务，而且愿意每天都

接受助餐服务的比例高达 91.7%。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dining conditions 
表 2. 就餐情况统计表 

指标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接受服务意愿 

不愿意 0 0.0 

比较愿意 0 0.0 

非常愿意 216 100.0 

合计 216 100.0 

每周就餐次数 

1~2 次 0 0.0 

3~4 次 18 8.3 

5~7 次 198 91.7 

合计 216 100.0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3.124040


范丰麟 等 
 

 

DOI: 10.12677/ssem.2023.124040 311 服务科学和管理 
 

3.3. 就餐原因分析 

对就餐原因分析，由表 3 可知，最主要原因是价格实惠，说明老年人对饭菜价格更敏感，对于他们

来说，1 元的午餐是容易接受的。其次是饭菜符合口味，对于集中化配餐的村庄，由镇里统一采购食材、

统一安全检测、统一物流配送的方式，厨房内由公共营养师指导，专业厨师主灶，确保食材新鲜、品种

丰富，老年人既能吃上“热乎饭”，也能吃上“营养餐”。第三位原因是就餐方便，J 镇由村党支部负责

日常运营服务具体事宜，一名村两委班子成员靠上具体抓，同时聘请本村有爱心、有能力的村民作为服

务人员[3]，并鼓励有条件的老人子女为老人打饭送餐。对有行动能力的老人，集中到村幸福院就餐，为

老人提供交流场所；对子女不在身边、行动不便的老人，各村成立志愿服务小队，由村两委班子成员牵

头，义务为老人送餐上门，既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难题，又能及时查看老人的生活情况。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dining reasons 
表 3. 就餐原因统计表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价格实惠 180 24.4 83.3 

无做饭意愿或能力 126 17.1 58.3 

就餐方便 144 19.5 66.7 

饭菜符合口味 162 22.0 75.0 

配套设施完善 126 17.1 58.3 

合计 738 100.0 341.7 

 
Table 4. Cross-table of residence*dining reasons 
表 4. 居住情况*就餐原因交叉表 

指标 选项 
 就餐原因 

 价格实惠 无做饭意愿或能力 就餐方便 饭菜符合口味 配套设施完善 

居住 
情况 

与子女共同生活 
居住情况内的% 100.0% 66.7% 66.7% 100.0% 100.0% 

接受服务原因内的% 30.0% 28.6% 25.0% 33.3% 42.9% 

夫妻共同生活 
居住情况内的% 100.0% 66.7% 66.7% 66.7% 100.0% 

接受服务原因内的% 30.0% 28.6% 25.0% 22.2% 42.9% 

独居 
居住情况内的% 66.7% 50.0% 66.7% 66.7% 16.7% 

接受服务原因内的% 40.0% 42.9% 50.0% 44.4% 14.3% 

 

对不同居住情况老年人的就餐原因进一步分析，由表 4 可知，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老人中，最主要原

因是价格实惠、饭菜符合口味、配套设施完善；夫妻共同生活的老人中，最主要原因是价格实惠、配套

设施完善；独居老人中，最主要原因是价格实惠、饭菜符合口味、就餐方便。 

3.4. 就餐满意程度分析 

除了直接了解受访者就餐总体满意程度外，又细分为工作人员、饭菜口味、饭菜种类、饭菜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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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菜分量、饭菜价格等六个维度，各维度满意度如表 5 所示。 
 
Table 5. Statistical table of satisfaction degree 
表 5. 满意程度统计表 

指标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工作人员 

不满意 0 0.0 

比较满意 0 0.0 

非常满意 216 100.0 

合计 216 100.0 

饭菜口味 

不满意 0 0.0 

比较满意 17 7.9 

非常满意 199 92.1 

合计 216 100.0 

饭菜种类 

不满意 0 0.0 

比较满意 29 13.4 

非常满意 187 86.6 

合计 216 100.0 

饭菜卫生 

不满意 0 0.0 

比较满意 15 6.9 

非常满意 201 93.1 

合计 216 100.0 

饭菜分量 

不满意 2 0.9 

比较满意 214 99.1 

非常满意 100.0 100.0 

合计 216 100.0 

饭菜价格 

不满意 0 0.0 

比较满意 0.0 0.0 

非常满意 100.0 100.0 

合计 216 100.0 

总体 

不满意 0 0.0 

比较满意 18 8.3 

非常满意 198 91.7 

合计 2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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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来看，91.7%的受访者感觉非常满意，各个维度中“不满意”比例均为 0，说明 J 镇“幸福食

堂”工程作为社会化养老的一部分，能够缓解养老压力，对解决年纪较大和无自理能力的老年人用餐需

求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六个维度中，100%的受访者对工作人员服务态度、饭菜价格感觉非常满意，

99.1%的受访者对饭菜分量感觉非常满意，93.1%的受访者对饭菜卫生感觉非常满意，92.1%的受访者对

饭菜口味感觉非常满意，86.6%的受访者对饭菜口味感觉非常满意。 

4. “幸福食堂”工程存在的问题 

J 镇“幸福食堂”工程运行一段时间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通过研究发现，工程运行过程

中仍然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4]。 

4.1. 覆盖面不够广 

根据现行补贴政策，主要对 75 岁及以上老年人和无自理能力人员每天提供至少 1 餐的供餐服务，而

处于老年阶段的 60~74 岁的老年人被排除在外。同时，因自身和家庭等主客观原因，有一部分符合年龄

条件的老年人没有参与到工程中来，“幸福食堂”服务群体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 

4.2. 政策宣传不到位 

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只有宣传到位，村民才会了解政策好在哪里，政策才能发挥出最佳效果。由

图 1 得知，关于“您对幸福食堂相关政策了解程度”，7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但仍有 25%的只是

比较了解。对不同年龄对政策了解程度进一步分析，由表 6 能够得知，随着年龄越大，“非常了解”程

度下降。 
 

 
Figure 1. Pie chart of policy understanding degree 
图 1. 政策了解程度饼状图 

 
这说明镇政府、村委会政策宣传还不够到位，尤其是对于年纪大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需要基层干部

深入村民家中，认真讲解运营政策，倾听村民对象声音，直面疑惑和误解，及时发出权威声音。 

4.3. 服务路径较单一 

由于农村基础条件差、年轻人外流导致的“空心化”等原因，老年人缺乏心灵沟通、心理关怀及医

疗等方面的全面照护，而“幸福食堂”主要提供的是助餐服务，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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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ross-table of age*knowledge degree 
表 6. 年龄*了解程度交叉表 

指标 选项 
了解程度 

合计 
比较了解 非常了解 

年龄 

70~80 0 72 72 

80~90 18 72 90 

90 以上 36 18 54 

合计 54 162 216 

 
但是表 3 就餐原因中因“配套设施完善”而选择就餐的比例仅为 58.3%，同时通过与老年人交流，一些

满意度指标中“非常满意”比例没有达到 100%，与他们的期盼还有一定的差距，说明各村针对老年人的

身心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急难愁盼”的问题考虑不够，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

力度不够，“老有善养”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 

4.4. 制度体系不健全 

工程是由县委、县政府出台补贴政策，由县民政部门结合政策制定方案而实行的一种社会化养老服

务。走访发现，“幸福食堂”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不够健全和规范，包括运营资金管理、饭菜质量管控、

服务人员工作职责、监督检查反馈等方面，尤其是自行供餐的村庄，“幸福食堂”走上制度化、规范化

轨道还有一段距离。 

4.5. 服务能力不够强 

“四个一点”多元化筹资方式中，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低，对农村养老服务所需财力投入力

度弱；同时，农村养老资源利用效率低，导致无法实现农村市场化运作，社会资本投入前景狭窄，不敢

轻易投资农村养老服务项目。此外，农村养老服务标准不完善，缺乏组织领导和协同联动的机制，导致

信息壁垒严重，社会力量无法精确深入服务，除了一家招标企业外，参与平台数目少[5]。 

5. “幸福食堂”工程改进与提升措施 

为了更好地推动 J 镇“幸福食堂”工程可持续发展，精准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需求，主要从以

下四个方面进行改善[6]。 

5.1. 完善服务路径 

一是扩大服务范围，面向 60~74 岁老年人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活动，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丰富的服

务。 
二是打造“幸福食堂 + N 服务”养老模式，支持高质量多元化供餐，围绕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

样化就餐需求，鼓励助餐机构开发餐饮产品、丰富菜色品种、合理营养膳食，吸引更多符合条件的老年

人参与到服务中。 
三是以“幸福食堂”为基地，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尤其是增加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健康

知识讲座等服务内容，提高老年人对抗疾病的能力，全方位实现医养结合；重视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需

求，通过开设棋牌室、读书室等文化娱乐场所，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来丰富老年人日常生活，

引导子女多关注和陪伴老年人，满足老年人亲情陪伴的心理需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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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针对老年人新媒体使用率不高的实际情况，村两委班子成员要带头采取进户驻点、小社区课堂等方

式，与村里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拉家常”、面对面交流，让每个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甚至每个村民都了解

有关政策，在全镇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也为更好引入社会力量奠定良好基础。 

5.3. 构建完善制度体系 

一是要修订完善规章制度，明确运营资金管理、饭菜质量管控、服务人员工作职责等方面运行机制，

使“幸福食堂”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为实现长效运营注入动力[8]。 
二是要设定服务标准，根据服务机构吸纳农村老人的数量、年龄分布、收费标准、满意度等多项指

标进行综合评估，给予评分或者划级。 
三是要强化督导，跟踪问效，把好运行“质量关”，要求配餐机构将每日菜样存档备查，不定期对

菜品情况、服务情况开展调查问卷，及时将意见建议反馈到配餐机构，不断提升配餐质量。同时，要求

各村每日将老人就餐照片发送到工作群，通过线上和线下共同督查的形式，确保配餐服务长效化、满意

度。 

5.4. 强化养老服务能力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到政府、社区、市场、社会、家庭等不同

的主体[9]。在推进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考虑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老人的消

费能力，强化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企业和社会组

织为辅助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10] (见图 2)。 
 

 
Figure 2. Function play system diagram 
图 2. 作用发挥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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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大政府政策资金支持力度。通过创建“孵化基地”、单独设立基金、政府购买服务以及从福

彩公益金中划拨专款等方式加大财力投入[11]。 
二是强化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综合利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和闲置房屋等资源，打造一批食材可溯、

安全卫生、价格公道的标准化社区老年食堂(助餐服务点) [12]；重点补齐助餐服务短板，支持当地养老服

务机构、餐饮场所等增加助餐功能，推广邻里互助的助餐模式。 
三是加强市场化运作。要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提升农村养老资

源的利用效率；建立助餐服务合理回报机制，由经营者根据实际服务成本和适度利润水平确定收费标准，

引导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助餐服务。比如，和“微食城厨”小微餐饮成长服务系统合作，结合线上线下优

势，将共享厨房与助餐服务相结合，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 
四是搭建参与平台。积极对接社会组织、当地高校和各类企业，搭建信息共享、组织协商、联动发

展乃至行业协会平台，破除信息壁垒，实现优势互补以及力量联合，丰富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力求服务

效率最优化。 

6. 结语 

J 镇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推出的“幸福食堂”工程给老人们带来了暖心服务，但是农村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推动社会化养老可持续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本文从老年人

助餐服务角度入手，以 J 镇“幸福食堂”工程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

等方法，对“幸福食堂”工程运行现状进行分析，对助餐服务的满意程度进行研究，发现存在覆盖面不

够广、政策宣传不到位、服务路径单一、制度体系不健全、服务能力不够强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改善措

施，以期“幸福食堂”工程更好地落到实处，提升服务质量，助力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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