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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餐一饭总关情

不用自己动
手，就能吃上新鲜
可口、价格实惠的
饭菜。近年来，龙
文区蓝田街道在
社区、村头等持续

“上新”社区食堂。
这些食堂成了老
人就餐的首选 、

“双职工”带娃就
餐的优选，更成为
一批年轻人忙碌
生活中“好好吃
饭”的打卡点。

记者探访发
现，目前蓝田街道
已建成 5 家社区
食堂，基本形成覆
盖各村居、布局均
衡、主体多元、方
便可及的社区食
堂服务网络。

“市场主体可
承受、食堂发展可
持续，这是社区食
堂的生命线。”蓝
田街道党工委书
记陈跃林在实地
调研时坦言。为
此，街道探索出

“ 低 偿 + 公 益 ”
“ 老 龄 + 全 龄 ”
“暖新+暖心”三
种模式，引导社
区食堂从各自实
际出发，形成“第
三方经营”“慈善
捐助”等多种经营
路径，为“老有所
养、弱有所扶”贡
献基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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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街道政企社共筑社区食堂
织就全龄友好“舌尖幸福网”

01 暖心账本算出民生温度

02 多方善举托起舌尖幸福

6月 3日中午 11点，蓝田街道毅阳社区
食堂的玻璃门被热气氤氲得模糊。76岁的陈
阿伯接过打菜师傅递过来的两荤一素的餐
盒里，红烧肉泛着油亮的酱色。“9.9元，管
饱！”老人笑着落座，眼角的笑纹里盛满暖意。

这样的场景，每天在食堂上演。毅阳社
区居委会主任陈立婷总爱站在取餐队伍
旁，看着老人们端着热气腾腾的餐盘，她
说：“这叮叮当当的餐具声，就是民生工程
落地生根的回响。”

食堂后厨的烟火气比用餐区更早升
腾。早上 8点，蓝田综合大市场的送菜车准
时抵达，食堂负责人何福添戴着手套验货：

“我们专门划了定点采购目录，每份肉菜都
是定点采购。”

这种“看得见的放心”吸引了各年龄层
的食客。当天，家住毅达阳光小区的陈女士
给孩子点了一份猪蹄焖花生、一份家常豆
腐、一份肉末茄子。“以前买菜、洗菜、切菜、
煮饭、炒菜，几乎每天都要花半天时间来做
饭。自从有了社区食堂，我就彻底‘解放’
了。”陈女士说。

辖区18岁残疾居民小周自幼被父亲遗
弃，母亲靠做家政独自抚养，每日奔波无暇
做饭，只能带他来社区食堂就餐。何福添得
知这对母子的困境后，当场承诺每月补贴
300元餐费。

“政府出政策免房租，企业让利抓运营，
社区监督保质量，这才有了这锅越熬越香的

‘民生粥’。”陈跃林介绍，2021年街道创新

运营模式，将小区配套用房改造成社区食
堂。如今，毅阳社区食堂的服务半径已延伸
至两所小学、一所中学及托育园。负责人何
福添翻开账本，泛黄的纸页记录着暖心的数
字：60岁以上老人凭长者卡享 9.9元套餐，
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同样享受爱心价。

“做社区食堂要讲情怀，更要算好民生
账。”看似亏损的账目背后，是错峰供餐的精
妙设计：上午11点优先服务长者，12点迎接
上班族，下午 1点后变身“骑手能量站”，平
日里还能化身“共享厨房”，居民自带食材仅
收服务费。何福添指着窗外穿梭的外卖骑手
笑道：“周边 5000人的常住人口是基本盘，
新就业群体是增量市场，只要守住品质，民
生食堂也能长成参天大树。”

在敬老爱老成风的湘桥、蔡坂等社区，长者食堂的管理
者不用为钱发愁，热心的社会贤达纷纷慷慨捐助。为了不辜
负信任，村民努力管理好食堂，让老人们吃饱、吃好。

6月 5日上午 10点，蓝田街道湘桥社区长者食堂的厨
房已热气腾腾。五六名志愿者身着围裙熟练地切配食材，
灶台上满满一锅骨头汤“咕嘟”作响，浓郁的香气顺着窗户
飘向村道。

临近11时，村里的老人们便三三两两结伴而来，在食堂
入口处笑着打招呼：“今儿又来吃饭啦？”72岁的黄阿婆接过
志愿者端来的咸饭，碗里的米饭泡得软糯，配着鲜嫩的瘦肉
和翠绿的高丽菜。“才花2元，比自己在家做饭还实惠！”她一
边用勺子舀起热汤，一边告诉记者，过去独自生活时常常

“煮一顿吃三顿”，如今她每天都能吃上现炒的热乎饭菜，
“顿顿有荤有素，吃完还有人唠嗑，日子热闹多咯”。

炊烟背后，是精打细算的民生账本。这个占地百余平方
米的食堂，承载着湘桥社区 140名老人的日常。自今年 4月
启用以来，每天11点准时飘起炊烟的食堂，不仅解决了老人
的吃饭难题，更成为连接乡情的纽带。陈跃林算过一笔暖心
账：政府补助一点、村集体投入一点、社会贤达捐赠一点、老
人自付一点，四重保障让每餐成本控制在 5.5-6元以内，却
能保证荤素汤齐全。

维系这场“舌尖上的幸福”的，正是社会贤达接力传递

的善意。食堂墙上公示着每日社会贤达捐赠：大米 9包、肉
8.2斤、鸡两只……负责人老黄翻开账本：“每份捐赠、每斤
米面都公示，每月开销清清楚楚。”最醒目的是村庙香火钱
专户——这座百年古庙的功德箱，如今成了长者食堂的“金
库”。当善意有了出口，乡愁便找到了归处。

“厨师都是本村村民轮班，报名的人可多了！”湘桥社区
书记黄志松道出运营秘诀：场地由村集体无偿提供，水电费
从村财列支，厨师义务轮班，村民们包揽后厨杂务。“大家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上周还有社会贤达送来8斤猪肉呢！”

午餐时分，食堂里热闹非凡。73岁的王大爷和老伙计们
围坐一桌，边吃边聊家常：“昨天我学会用智能手机拍视频，
今儿要给孙子发去瞧瞧！”除了提供餐食，食堂还变身“社交
驿站”，老人们每天准时报到，唠唠家常、结伴下棋。

“村里近三分之一都是老年人，过去大家各过各的，现
在每天见面唠嗑，孤独感少多了。”黄志松感慨道。

在蓝田街道，湘桥社区的长者食堂并非个例。蔡坂社区
依托祠堂开设长者食堂，将香火钱注入公益账户，让尊老敬
老的文明新风随着饭菜香飘进千家万户。

“当长者食堂凝聚起政府、社会贤达、村民的合力，养老
就不再是‘家事’，而是全社会共建共享的‘暖心事’。”陈跃
林表示，长者食堂不仅是舌尖上的民生工程，更是基层治理
的创新实践。

03 暖“新”食堂传递
城市温度

如果说社区食堂织就了全龄友好的“民生网”，那么蓝田
街道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针对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暖“新”食
堂，则让这座城市的温度触达了更多“奔波的脚步”。

6月 10日中午 1点，蓝田街道东屿社区蓝田综合大市场
内飘出阵阵饭菜香。刚结束午高峰配送的外卖骑手小陈摘下
头盔，快步走进全市首家暖“新”食堂。他花了不到10元，便端
上一份热气腾腾的套餐——糖醋肉、清蒸鱼、炒豆芽、清炒时
蔬，热汤、米饭管够。

“以前蹲在路边扒冷饭的日子，彻底翻篇了！”小陈咬着筷
子笑道。与他同桌的，还有附近工厂工人，大家边吃边聊着送
餐路上的趣事，食堂里满是烟火气。

今年5月，蓝田街道在区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在东屿社
区试点建设暖“新”食堂，提供 50个餐位，在为本社区居民提
供餐饮服务的同时，将服务范围覆盖至新就业群体（网约车司
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针对该群体“用餐时段不固定、追
求性价比”等需求，食堂创新推出“三时段延时服务”：午餐延
长至下午 2点，晚餐供应至晚上 8点，夜宵窗口供应至凌晨 2
点，让深夜奔波的劳动者随时能吃上热乎饭。

“两荤两素只要9.9元，热汤、米饭随便加！”快递员杨先生
说，“以前随便吃个盒饭都要20元，现在每天能省下不少钱。”
食堂每日菜品荤素搭配、定时更新，后厨透明可见，就餐区还
配备应急药箱、热水、充电插座等设施，俨然一个“路上的家”。

这一系列贴心举措的背后，是蓝田街道“久久为功”的治
理智慧。为精准对接需求，街道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前期走访
了十余家外卖、网约车平台，梳理出“就餐难、喝水难、休息难”
等痛点。基于此，街道不仅将食堂嵌入社区服务网络，更在社区
食堂同步推出新就业群体专属福利，形成“15分钟服务圈”。

“我们坚持‘先把服务做进去，再把作用带出来’。”龙文区
委社会工作部部长苏继滨透露，食堂试运营期间将持续收集
骑手反馈，优化套餐结构和营业时间。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
部计划联合万达广场、特房T·ONE等商圈，将暖“新”服务延
伸至更多“驿站”“街区”，通过“串点连线成面”构建覆盖全域
的服务网络。

数据显示，该食堂已直接辐射周边近 2000名新就业群
体。对于日均奔波 10小时的外卖骑手而言，这里不仅是果腹
之地，更是心灵驿站。“以前下雨天只能在商铺屋檐下躲雨，现
在能来食堂喝口热茶、给手机充个电。”外卖骑手小李感慨道。

采访结束时，夕阳透过食堂的玻璃窗洒在餐桌上，群众的
笑声与餐具的碰撞声交织，构成了社区最温暖的烟火图景。从
长者食堂到暖“新”驿站，从烟火升腾的厨房到错峰服务的创
新，蓝田街道的社区食堂，正用一勺一筷的温情，烹出新时代
民生服务“舌尖上的幸福”。

陈跃林表示，蓝田街道将持续深化“服务换认同”理念，把
每一顿饭都做成民生工程，让食堂成为基层治理的“前哨站”，
让民生答卷写满幸福滋味。

⊙本报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叶小容 林颖红 石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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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沈哲 沈松桂）“张所长，这面锦旗
一定要收下！你们是企业的定心
丸！”6月12日早上，诏安县四都镇
某水产公司负责人许先生抱着红
绸锦旗走进诏安县四都派出所，
锦旗上“警速追赃 守护一方”八
个烫金大字在晨光中熠熠生辉。

就在 24 小时前，这家长年供
应海鲜的企业仓库内价值数万元
的货物不翼而飞，监控画面里模糊
的身影，让许先生心急如焚：“这批

货要是追不回来，客户订单全得
黄！”

接报后，所长张洪鑫立即启动
快侦机制，带领刑侦民警抵达现
场。“货架上有新鲜拖拽痕迹，地面
有不规则泥印，作案时间应该在凌
晨两点左右。”张洪鑫蹲在仓库角

落，用镊子夹起沾着草屑的鞋印模
型。与此同时，合成作战中心的民
警紧盯监控屏幕，在海量画面中捕
捉蛛丝马迹：“嫌疑人驾驶一辆银
灰色面包车，往工业园方向去了！”

“兄弟们，分组行动！”张洪鑫
带领便衣小队沿工业园展开地毯

式排查。随后，侦查员在辖区发现
可疑车辆。“就是他们！”蹲守民警
透过望远镜锁定目标，只见3名男
子正在搬运货物。随着张洪鑫一声
令下，抓捕小组如猎豹般出击，成
功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太神了！从报案到破案不到
8 小时！”许先生握着张洪鑫的手
久久不放。“守护企业平安是我们
的责任。”张洪鑫指着墙上的警民
连心照片墙，“您看，这些锦旗，就
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数万元货物不翼而飞

民警八小时雷霆追赃获锦旗

本报讯（记者 肖颖婧
通讯员 肖静惠）6月11日15
时许，G319线同城大道许林
头特大桥附近（往厦门方向）
发生三车连环交通事故。事
故造成一辆货车的车厢严重
破损，所载土灰块大量散落，
占据单向一车道，导致通行
严重受阻。在多部门的协同
处置下，道路及时恢复安全
畅通。

事故发生后，龙海区交
警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
展救援工作，经现场勘查，事
故未造成人员伤亡。龙海公
路分中心接报后，迅速组织

路政工作人员、养护人员携
带工具赶赴现场，与交警部
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形成
应急处置合力。在处置过程
中，交警部门科学设置警示
标志，对事故路段实施临时
交通管制，有序疏导滞留车
辆；路政工作人员协助维护
现场秩序，做好司乘人员安
抚工作；公路养护人员争分
夺秒投入清障工作中，将散
落一地的土灰块集中清理至
作业车上。经过紧张有序的
应急处置，至当日 16 时 30
分，事故现场清理完毕，道路
恢复正常通行。

三车连环相撞
多部门协同保畅通

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通讯员 赖
永炉 林滇军）近日，漳州高速执法人
员在朝阳服务区及时发现并救助中暑
女童，获得家属的点赞。

事发当天，漳州高速执法支队一
大队漳州东中队执法人员如往常一
样开展日常巡查工作，当巡查至朝阳
服务区时，一对神色焦急的母女上前
求助。

母亲张女士心急如焚地向执法人
员解释，她们来自河北唐山，此次是跟
团从厦门曾厝垵出发前往福建南靖土
楼旅游。然而途中她女儿突然中暑，出
现呕吐症状，急需就医，但身处高速公
路，没法因个人需求让客车改道前往
医院，耽误整个旅行团的行程。

了解情况后，执法人员立即从车
上应急药箱里取出藿香正气水，耐心
地喂小女孩服下，并轻声安抚着母女
俩的情绪。随后，为了让小女孩得到妥
善治疗，执法人员在请示带班领导后
驱车将母女俩送至厦门海沧出口。途
中，执法人员一边关切地询问小女孩
的身体状况，一边向母女两人介绍漳
州的风土人情，用温和的话语缓解小
女孩的不适。

到达厦门海沧出口后，执法人员
通过正规平台贴心地替母女俩叫好网
约车，并再三叮嘱司机将母女安全送
至附近医院。等到网约车缓缓驶离，执
法人员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转身继
续投入紧张的巡查工作中。

外省女童突然中暑
执法人员及时救助

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通讯员 蔡淑
娇 李琼 文/供图）在热心群众提供的线
索指引下，经过一天两夜不间断的紧急搜
救，6月 11日上午，南靖县公安局丰田派
出所民警于丰田镇丰田村坪林山上，成功
找到并安全解救了一名走失的 76 岁老
人。目前，获救老人情况稳定。

6月 9日晚，南靖县公安局丰田派出
所接群众叶先生一家报警，称家中 76岁
的老父亲于当天下午两点多从漳州市芗
城区骑自行车外出往丰田方向，一直未
回，手机也处于无法接通状态，家属多方

寻找无果，急需帮助。
在详细了解情况后，该派

出所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并联
合漳州蓝天救援队展开地毯
式搜索。民警逐一调取老人可
能经过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
安排一组人员沿老人可能途
经的路线，通过车巡的方式沿
线搜索骑自行车或推着自行
车行走的老人；另一组人员通
过步巡方式对国道围栏内外
的草丛以及偏僻的山林进行
细致寻找，同时通过广泛宣
传，发动群众积极提供线索。

一天两夜过去了，民警排
除了一个又一个老人可能出现的区域，依
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只要有一分希望，
我们就决不放弃，坚持下去就一定有奇
迹。”民警一边为老人家属打气，一边继续
找寻，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转机出现在 6 月 11 日上午 8 时许，
热心群众提供了一条线索，民警终于在
丰田镇丰田村坪林山上找到了走失的老
人。彼时老人虽身体虚弱，但意识清醒。
民警细心询问老人身体状况，迅速为老
人补充葡萄糖和水分，随后与家属合力
将老人搀扶到山下，安全交到家属手中。

七旬老人 迷失深山

警民联动一天两夜成功营救

民警与家属合力搀扶老人下山民警与家属合力搀扶老人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