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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我来烦恼我来
排排。。深度挖掘新闻细节深度挖掘新闻细节，，全全
面剖析事实真相面剖析事实真相，，为您澄清为您澄清
谬误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私信私信
我们我们，，共同关注身边的社会共同关注身边的社会
热点问题热点问题。。

12 月 10 日早上 8 点钟，通榆县双岗镇林海村 72 岁的村

民孙喜才溜溜哒哒地走进村里的“孝老餐厅”，边和老伙伴

们唠嗑，边等着开饭。8 点 30 分，餐厅准时开饭，热气腾腾

的米粥、馒头、饼和鸡蛋，还有腐乳和各式小咸菜都摆到了

餐桌上。前来吃饭的十几位老人拿着餐盘排队盛好早饭，

很快便吃了起来。

“我们一天来这吃两顿饭，早上8点半、下午2点半，不仅

离家近，还不用花钱，做得也好吃。”孙喜才笑着说，在家里有

时候不想做饭，早上就喝点热水配馒头，在这里吃饭，一天两

顿，稀的、干的都有。老人激动地说：“真没想到，老了还有这

种待遇！”

80岁的老人张万江边吃边和身边的老大哥唠嗑。张万江

的老伴儿孙淑玲今年71岁，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女儿远嫁、儿

子在外地打工常年不回家，平日都是张万江早起做点儿简单

的饭菜，老两口可以吃一天，偶尔饭也不做就弄点儿面包、饼

干、白开水对付着。自从有了“孝老餐厅”，张大爷可高兴了。

他告诉记者，“我老伴儿今天早上来不了，我吃完饭打包点馒

头、粥啥的给她带回去。”“大爷你看这些够吃吗？”孝老餐厅服

务员孙亚珍拿出个袋子，装了几个花卷和鸡蛋问张大爷。“够

了够了，谢谢闺女啊！”张大爷赶忙道谢。

“孝老餐厅刚开业的时候我就来了，在这干了 5 个来月

了。在餐厅吃饭的老人最多的时候有21人，平时也得有10多

人。我们俩每天早上7点多钟就来准备了，早餐基本都是老人

们习惯吃的馒头、花卷、粥、咸菜等。下午2点半开饭，我们提

前1个多小时过来准备，算上做饭、收拾的时间，大概得忙乎3

个来小时。”林海村村民孙亚珍和乔春萍都是孝老餐厅的工作

人员，她们俩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是村里给安排的公益岗。

俩人很珍惜这份工作，每天把餐厅打扫得干干净净，没事儿在

家的时候就苦练厨艺，争取把饭菜做得更好吃。“我们每天做

菜都不重样！无论炒菜还是炖菜，里面都有肉，比我自己家吃

得都好。定期还会改善伙食，给老人们做鱼、红烧肉吃。而且

考虑到老人们牙口不好，喜欢吃软的，每周一、三、五都有一顿

豆腐，今天中午我们就打算做白菜炖豆腐，再做一个炒菜。”乔

春萍说，餐厅每周都会提前安排好食谱，荤素搭配。

在苏公坨乡，农牧村和乔围子村两村易地搬迁后，村民都

住上了楼房，居民楼旁就是村里的“乔农嘉园”养老服务大

院。这里的设施十分齐全，除了有孝老餐厅，还设置了爱心连

线室，老人可以和家人视频通话，放映厅则配备了投影仪等设

备方便老人们看电影，休息室里放置了4张床和按摩椅。大院

墙上挂着各种书画，文化氛围浓厚，整体环境整洁温馨，供暖

也好，屋里热乎乎的。

下午2点多，餐厅的厨房里传出饭菜的香气。“呦呵，今儿

的饭菜真香啊！”马上到开饭的时间了，几位来吃饭的老人已

经在圆桌旁坐好。厨房里两位厨师正在炒菜，锅铲挥舞之间

饭菜香味扑鼻。“上菜喽！今天的菜是鸡肉炖土豆、肉炒蒜薹、

圆葱炒鸡蛋和肉炒青椒干豆腐，主食是大米饭。”董淑云是村

民公认的“大厨”，做菜水平很高，而且干活利索，每每炒完菜

随手就把灶台收拾干净了。“我们每天都是4个菜的标准，都是

老人们吃习惯了的家常菜，基本每个菜里都有肉或者鸡蛋。”

正说着，董大姐炒的蒜薹出锅了，一旁炒鸡蛋的张红也关了

火，二人摆好餐盘，挨个盛好饭菜端给老人。

“村里开办了‘孝老餐厅’后，每天都能吃上热乎乎的饭

菜！”87岁姜洪福一边吃饭一边说道，“我们这里伙食可好了！

早上有豆浆、鸡蛋、小米粥、包子或者花卷，下午好几个菜。”老

人思维清晰，精神矍铄，胃口也很好，“菜的味道都很好，我们

吃着也高兴，每天我都是早早就来报到，看看电影，唠唠嗑，中

午可以在休息室睡个午觉，累了按按摩，一待就是一天，都想

住这不走啦！”

“‘孝老餐厅’开办后，老人们坐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叙叙旧，相互照应，也让村干部和子女们省了不少心。”养老大

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大院离居民区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平时老人们都爱到这里打打牌、唠唠嗑，尤其是冬天，大院里

供暖好，老人们都爱来这儿猫冬了。

通榆县乌兰花镇陆家村和迷仁村易地搬迁后，两个村子

的居民楼比邻而建，孝老餐厅也合到了一起，并且在餐厅隔

壁建起了孝老乐园。每当天气暖和阳光正好时，孝老乐园

门口的小广场上，都有很多村民坐在一起或晒着太阳聊着

天，或是放着音乐跳广场舞。走进孝老乐园，只见一间宽敞

明亮的大屋子里摆放了 6张方桌，图书角、练字桌、乐器架、

棋牌室一应俱全。

今年72岁的刘晶辉老人是一位书法爱好者，一有空就喜

欢来这儿写毛笔字。“我家3个女儿都成家了，老伴患脑血栓

后，胯骨又骨折了，只能卧床，全靠人照顾。但是我只要有空

就来这儿，不仅能写写字，还能和老朋友们唠唠嗑，心情也

好。”从孝老乐园开业伊始，刘晶辉就找到了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几乎每天都来报到。“我离得近，就住在旁边的低保楼二

楼，下楼走几步就过来了，很方便。”

和林海村、苏公坨乡一样，这里的孝老餐厅也是每天两顿

饭。59岁的王大姐是迷仁村村民，也是孝老餐厅的工作人员，

负责做饭、收拾卫生。在两顿饭的间隙，她喜欢和村民一起跳

广场舞。“两个村加在一起每天有50多人来吃饭，我们一共4

个工作人员。现在村里环境也干净，都住楼房，还有娱乐的地

方，到点了就能来吃饭，村里这些老人可幸福了！”

80岁李清福老人是乡村曲艺爱好者，自学了二胡、快板、

小鼓等乐器，得空了就喜欢到孝老乐园和乡亲们一起唱唱小

曲，热闹热闹。看到记者一行，李清福十分高兴，还为大家表

演了一曲二胡独奏。

在孝老乐园的墙上，几幅村民手写的诗词文章很吸引人眼

球。74岁的李桂香老人告诉记者，《一颗感恩的心》《纪念开幕

典礼》这两篇文章都是她写的。得知村里要建孝老餐厅和孝

老乐园，李桂香激动之余写下了这两篇文章，表达自己的心

声。“《一颗感恩的心》后来我改成了三句半，在7月31号孝老

餐厅、孝老乐园开幕仪式上表演。我文化水平不高，但就是喜

欢这些，没事儿愿意看看书，学着写点顺口溜、三句半啥的，给

大家表演表演，乐呵乐呵。”李桂香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

都在城里生活，也曾多次提出要把她接过去，她都拒绝了，她

说去城里住不惯，自己离不开村里。“党和政府真的是让老人

幸福快乐过晚年！现在我早上到点就去餐厅吃早饭，吃完饭

也不用我们收拾，有专人打扫卫生。吃完了就来乐园这边看

看书、欣赏欣赏歌舞。你看我们这儿文化活动多丰富，大家搞

搞联欢，都是认识几十年的老伙计了，有共同语言，玩也能玩

到一起去。我骨折过，走路不方便，我这些老朋友有时还能帮

我捎点水果、生活用品啥的。”

孝老餐厅的饭菜十分可口，李桂香还特意手写了一封感谢信

贴到了餐厅墙上。“我们伙食可好了，中午两个热菜、一个凉菜和

咸菜，还经常给我们包饺子吃，我自己在家也就做一个菜吃一天，

哪有这儿吃得好啊！我们老年人对饭菜没啥要求，烂糊可口、咸

淡相应就行，不需要天天大鱼大肉。但是村里每周还是会给我们

改善几次伙食，总怕我们吃不好。”李桂香说她没事儿就上网，看

看新闻，日子过得轻松愉快。晚年生活幸福，李桂香心态更加乐

观向上，还让子女教自己如何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网，“我现在

不太会发微信，但是会看，还得努力学！”她笑着说。

陆家村党支部书记武凤友告诉记者，陆家村和迷仁村目前

正在结合孝老餐厅，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式养老的新

模式，除了为老人提供两餐，更重要是在精神和情感方面对老

年人给予关怀。现在两个村一共有村民1700余人，有68位70

周岁以上的老人，60周岁到70周岁的有200余人，而且有不少

空巢老人。建设这个孝老乐园让老人们有个聚在一起休闲娱

乐的场所，由于年龄相仿、有共同语言，在情感上能更好交

流。为了让老人吃好，孝老餐厅还在不断完善，“考虑到老人

们以前吃的都是传统的石磨豆浆，怕买市面上那种打浆机做

出来的豆浆老人们吃不惯，餐厅刚买了一个老式的石磨全自

动豆浆机，花了两千多元钱。还买了绞肉机，这样给老人们包

饺子方便一些。”

管理孝老餐厅和孝老乐园是个精细活儿，老人们的食品安

全更是头等大事，所以餐厅里不仅有留样柜，每顿饭要留样48

小时，采购食材都是定点，有正规渠道可以溯源。“餐厅的伙食

一周不重样，每天都有肉。村里还建了微信群，每隔几天就征

集食谱，让老人自己决定都吃点啥。另外，如果当天有谁不来

吃饭了，都在群里提前说一下，以免做多了浪费。”武凤友说，

目前村里是70岁以上老人吃饭免费，下一步，等村集体经济发

展得更好了，村里还想扩大孝老餐厅的服务范围，争取让60岁

以上老人也能免费吃饭。

早在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就指出：在全国县一级建设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旨在进一步加强改进农村基层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

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通榆县作为全国首批50个

试点县之一，率先成立了通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在农村，普遍存在老人因为年龄、疾病、子女不在身边等

原因无法好好吃上一顿饭问题，还有一部分因病导致的失

能、半失能老人，对他们而言，每天都能吃上一顿热乎饭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通榆县以乡村振兴为契机，立足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志愿服务项目建设，着眼于农村社会老年群体的多

样化服务需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我省首创了“孝老

餐厅”志愿服务项目，以农村70周岁以上失能半失能、鳏寡孤

独、空巢、留守老人为服务对象，每天为老人提供免费的午

餐，着重解决他们日常吃饭难的问题。自今年5月 28日通榆

县向海乡复兴村第一家“孝老餐厅”运行以来，村里爱老敬老

氛围日益浓厚，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赞誉。

到 7月 31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全县 16个乡镇的 18个经济

基础好、干事热情高的村都先后开启了“孝老餐厅”项目试

点，300余位老人受益。

与此同时，为丰富拓展服务功能，乡村两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还将养老服务大院、孝老乐园、老年书屋等多种为老

服务场所与“孝老餐厅”统筹共建，集中打造一体化、多元化为

老服务之家，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的同时，还极大地满足

了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真正实现了在农村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同时，其在促进移风易俗、引领社会

风尚、传播文明思想、纾解社会矛盾、创建农村精神文明、促进

基层治理及乡村振兴等方面有着重大意义。

从通榆县孝老餐厅运行以来的效果看，小餐厅解决的不仅

仅是老人们的吃饭问题，还破解了农村的养老难点，营造了新

时代文明农村的良好氛围。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于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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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28日向海乡复

兴村第一家“孝老餐厅”运

行以来，到7月31日，通榆

县 16 个乡镇的 18 个经济

基础好、干事热情高的村

都先后开启了“孝老餐厅”

项目试点，300余位老人受

益——

孝老餐厅的早餐营养搭配、软烂适宜，老人们吃着很可口。

下午两点半，孝老餐厅准时开饭，四菜一饭十分丰盛，香味扑鼻。

乌兰花镇陆家村和迷仁村的孝老乐园与孝老餐厅连在了一起，老人们饭后有了休闲娱乐的场所。

74岁的李桂香老人正在朗读自己写的三句半。

72岁的刘晶辉老人是一位书法爱好者，有空就要来孝老乐园

写写毛笔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