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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东

一份素菜2元、一份小荤3元、一份

大荤 5 元……近几年，不少地方尝试开

展老年助餐服务，但记者调研发现，有些

老年助餐点、老年食堂处境尴尬，仅仅是

“看上去很美”。

江苏启东市“为民大食堂”负责人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厨师和服务员工资、菜

品采购、水电煤气费等刚性支出每月六

七万元，按平均每天服务150人、平均每

人每天消费10元至15元计算，一个月的

营业额只有五六万元，即使场地由街道

（镇、村）免费提供，地方政府给一点补

贴，时常也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境。

一些老年人相对保守的消费理念，

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般来说，

地方政府会给不同年龄段来用餐的老年

人每次2元至5元的补贴。记者采访时

看到，有几名老人都是在补贴金额内点

餐，这也使得老年食堂的可持续发展受

到制约。

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消费理念，更

取决于老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如果老人

有比较多的退休金或养老金，不会心疼

去老年食堂消费，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

地区甚至可以让老人免费用餐；但是，即

使在同一座城市，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

部分老人未必舍得花钱。在广大农村，

这一现象更为突出。

记者发现，虽然很多老人都盼望着

家门口有老年食堂，但他们的消费习惯

以及很多老年食堂的运行状况，都让这

项公益事业充满变数。一些地方将助餐

补助转化为食用油、牛肉等食品，由老人

的子女定期领取，看似将补助落实到人，

实际上变相成了子女的“福利”，老人未

必得到实惠。

要把老年食堂办好、办实，让更多老

人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不仅要靠政府“有

形的手”掌舵，更要想办法激活更多的爱

心力量。比如，浙江诸暨在发展“爱心食

堂”的过程中，探索出“个人出一点、政府

补一点、基金捐一点、志愿帮一点”的模

式，避免财政大包大揽，有一定借鉴意

义。

“公益性+市场化”，是另一个可以

考虑的探索方向。在成都市武侯区，面

向老年人的社区食堂通过市场化实现

“自我造血”，多家都实现了微利经营；在

天津，一些社区以开放思维运营“街道父

母食堂”，不仅给老年人提供优质助餐服

务，还凭借低油、低盐、低脂、低糖的健康

餐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用餐，不少

老年人也觉得这样的模式很好。

“银发潮”呼啸而至，妥善处理老龄

化社会的各项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积极应对城乡差异、地区差异、老年

人代际差异带来的消费习惯差异，因地

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务求不攀

比、不冒进、不推诿，在工作中发现新问

题，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推进工作，才

能将好事办好。杨朝清

近日，浙江宁波市镇海区一家火锅店

大厅27张餐桌上，摆满了30多种精心挑

选的火锅菜品，每个客人脸上都洋溢笑

容。这是一群特殊的客人——来自骆驼

街道环卫站的 200 多名环卫工人。火锅

店负责人希望通过请吃团圆饭的方式，致

敬城市美容师，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

平日里，起早贪黑、风吹日晒的环卫

工人让城市保持了干净整洁。“请环卫工

人吃团圆饭”暖胃又暖心，让城市美容师

们感受到了社会的善意与温暖。而火锅

店老板这么做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是

一项坚持了几年的公益活动，除受疫情影

响的几年，这已是该火锅店第5次邀请环

卫工人吃团圆饭。

环卫工人的群像之下，是有着鲜明差

异的个体，每个环卫工人背后都是一个家

庭，而环卫工人可能是家庭中不可替代的

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辛苦劳作的

户外劳动者，环卫工需要更多温柔相待，

“请环卫工人吃团圆饭”只是一个缩影。

美食的背后隐伏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与情感。“请环卫工人吃团圆饭”既有传统道

德的影响，也闪烁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的共同体意识的光芒。

火锅店老板夫妻从重庆来宁波谋生，

从无到有，从弱变强，融入城市，成为城市

共同体中的一分子。不论是公共部门的

热心服务，还是爱心人士的帮助，抑或环

卫工人的尽心尽力，都让这对夫妻产生了

回报第二故乡的意愿，而“请环卫工人吃

团圆饭”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表达爱心、传

递善意和温暖的出口。

“城，所以盛民也”。在一座城市里，

每个劳动者虽然承担的社会角色不同，但

他们都为城市运行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环卫工人并非一座城

市的边缘人群。“请环卫工人吃团圆饭”不

仅让环卫工人享受了一顿美餐，也传递出

一座城市对环卫工人的尊重和社会认同。

进而言之，对环卫工人的温柔相待，

不仅裨益了环卫工人，也促进了不同群

体之间的互动与交往，让整个社会联结

得更加紧密。期待更多人能把尊重、理

解、帮助、关爱送给环卫工人，送给更多

在城市中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老年食堂不能只是
“看上去很美”

大熊猫是中国国

宝，也是世界人民的顶

流“团宠”。

国家林草局最新透

露，目前我国有50多只

大熊猫生活在世界各

地。自上世纪90年代

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以

来，在国外已成功繁育

成活大熊猫幼仔41胎

68仔。

继去年17只大熊

猫平安“回家”后，今年

我国将继续做好旅外大

熊猫到期回国和国际合

作工作。

新华社 徐骏 作

最萌“中国使者”

“请环卫工人吃团圆饭”传递的温暖与善意

本报评论员 陈璐媛

日前，知名球星C罗所在的沙特利雅

得胜利队抵达深圳，正式开启了他的第八

次中国行。随后，网上流传出一张C罗与

队友参加中国行晚宴的照片。照片中，C

罗这一桌的宾客集体举杯庆祝。虽然晚

宴主持人很快出面表示“C罗当晚并未饮

酒，喝的是银耳雪梨汤”，但是相关话题

“C罗敬酒”还是迅速登上热搜，网友纷纷

表示，“C罗来了也躲不开中国的酒桌文

化，以茶代酒也得敬酒。”

且不说主办方已经做了说明，就算C

罗杯中真的是酒，“有朋自远方来”，面对

主人的热情招待，客人为表感谢敬酒一

杯，于情于理倒也无可厚非。但在网友的

揶揄之下，“C罗敬酒”却衍生出了不一样

的味道，更有网友直言“酒桌文化就是糟

粕”。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承的“酒文化”

和现代社会网友们厌恶的“酒桌文化”有

本质上的区别。在中国历史上，商代甲骨

文中就已出现大量关于酒的记载，及至周

朝，喝酒一事成为了礼制规范的一部分，

接下去的历朝历代，从庙堂到民间，酒都

成了人们的桌上常客，也有了“流觞曲水”

的雅韵，“将近酒，君莫停”的豪情，“何以

解忧，唯有杜康”的感怀。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交边沿的

不断拓展，“酒文化”不再成为文人骚客创

作的符号、亲朋好友欢聚的标签。从“酒

文化”发展成为“酒桌文化”，多了一个字，

就带上了不一样的色彩。一句“喝”，不喝

仿佛不给面子；一句“干了”，不干好似不

是兄弟。没有“酒过三巡”，只有“不醉不

休”，这种为喝而喝的行为，不仅让越来越

多的人见到酒桌就发怵，甚至造成了诸多

恶性后果。

近年来多地的司法实践中，关于过度

劝酒致人受伤乃至身亡的案例屡见不

鲜。多位法官和律师表示，劝酒致人伤

害、死亡案件中，劝酒人承担侵权责任的，

有四种情况：其一、明知对方不能喝酒或

已经过度饮酒，依然劝酒不止；其二、强迫

性劝酒；其三、对方酒后进行驾车、剧烈运

动等危险行为而未加以劝阻；其四、未安

全护送醉酒者。

可见，法律的规定并不是为了要处罚

谁，而是为了用法律的力量，去推进倡导

文明聚餐，适量自愿饮酒，从而避免引发

矛盾纠纷，乐极生悲。

“C罗敬酒”本是一句调侃，但我们要

思考的是，为何流传了千年的“酒文化”会

变成带有贬义色彩的“酒桌文化”？古人

都明白，小酌怡情，纵酒伤身。推杯换盏

不等于捏鼻强灌，陋习更不等于文化。在

为真正的“酒文化”正名的同时，也应大力

破除“酒桌陋习”。要做到移风易俗，不仅

需要更多的以案释法，让越来越多的人明

白，酒桌上不仅有人情往来，还有责任和

义务，更要防止“酒桌”成为权力寻租的温

床。使喝酒回归正常的社交属性，才能让

“酒桌”重回文化范畴。

“C罗敬酒”上热搜，别把陋习当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