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食堂运营方案(大全5篇)
方案是从目的、要求、方式、方法、进度等都部署具体、周
密，并有很强可操作性的计划。通过制定方案，我们可以有
计划地推进工作，逐步实现目标，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
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社区食堂运营方案篇一

为全面落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确定的“将
全市75—79周岁农村老人纳入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居家
养老城乡一体化建设”惠民实事，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市城市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方案的通知》（政办发
〔20xx〕220号）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关于为农
村80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办发〔20xx〕128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具有市农村户籍的75—79周岁老年人。

农村75—79岁老人每户每月居家养老服务费标准为100元，按
季度结算，每季度末清零，不累计、不结转。

按户执行以上服务标准时，如果家庭中有2位老年人同时符合
服务条件的，按同一户家庭执行。每户服务的地址在城市和
农村之间的最多可变更2处，且每年变更次数不得超过2次。
各类服务项目按照市物价局《关于-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
价格的函》（价函字〔20xx〕28号）明确的具体服务项目和价
格，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

农村75—79岁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无需申请，凡农村户
籍75—79周岁老年人，由所在镇及村委会工作人员通过智慧
养老信息平台采集老年人个人信息和家属信息、健康状况、



住址等基本信息，建立电子档案，平台自动根据年龄确定服
务对象类别和服务标准，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老年人
不跑腿”的便民利民目标。

主要服务内容包括：

1、家政便民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家庭保洁清洗、家电维修、
保养等服务。

2、生活照料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定时探望、洗护、理发等日
常生活照料服务。

3、健康保健服务：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健康咨询、
定期体检、心理咨询、陪诊就医等服务。

4、法律政策咨询：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各类
政策的咨询、建议，切实维护老年人财产、赡养、婚姻等合
法权益。

5、精神慰藉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心理疏导、亲情慰藉、聊天
谈心，开展节假日或纪念日关怀、关爱等服务。

6、代购代办服务：拓展延伸饮食配餐、代购食材、代做饭菜、
代购药品、代购日常用品等服务。

7、日常陪护：重点为孤寡、失能老年人提供亲情陪护、关怀、
护理等服务。

市民政局要根据老年人居家生活需求，不断拓展增加服务内
容，形成菜单式服务项目，便于老年人选择。

1、制定实施方案（4月20日至4月25日）。制定市为农
村75—79周岁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方案。

2、确定服务机构（5月6日至5月26日）。市民政局按照政府



采购政策规定程序确定承接服务机构，由中标服务机构完成
服务人员培训。

3、开展信息采集（4月10日—5月20日）。市民政局会同农村
各镇开展农村老年人信息采集，对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基础
信息采集，建立老年人数据库。

4、对象审批及系统调试（5月10日至5月25日）。市民政局完
成对75—79岁老年人信息的审核和智慧养老信息化平台服务
流程的调试。

5、正式启动服务。于20xx年6月1日起正式开始服务，由市民
政局做好日常服务的监督、质量监管、服务核查、满意度测
评、服务回访、服务费支付等工作。对出现的不足和问题及
时处理，确保服务高质、高效。同时，由市财政局做好服务
资金的拨付和监管工作。

，要采取多种途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服务内容；加
大对镇、村工作人员的培训，加强对服务人员的监管和素质
提升。市财政局要将居家养老服务费纳入财政预算，并监管
资金使用情况。农村各镇要把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作为重要内
容，按时高质量完成信息采集工作，并监督服务质量，提高
服务效果。

2、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市民政局要牵头建立健全各项管理
制度、监管制度和评估制度，认真落实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方
案，对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进行适时评估，受理老年人投诉，
开展入户调查，核实服务项目、质量和补助费使用情况，征
询老年人的意见，做好满意度测评，督促服务企业提高服务
质量，确保老年人的综合满意率达到95%以上。服务企业要建
立健全各项服务制度，制定服务标准，落实服务考评制度；
要加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和服务态度，广泛推行微笑服务、贴心服务，有效避免服
务态度生冷、简单、粗暴等行为；要做好服务人员安全保障，



应当为服务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工伤保险，落实服务保
障制度，建立服务人员体检制度，确保服务人员安全服务。

3、加强宣传，总结经验。市民政局和农村各镇、村委会要加
强对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宣传力度，营造社会敬老、社
区助老、家庭养老的良好风气。市民政局要及时总结经验，
不断健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服务质量评估体系、服务管理
运行机制，认真研究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提出
有效对策和措施，推进全市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健康发展。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服务项目

居家养老运营方案

社区食堂运营方案篇二

为了顺利推进我市社区居家养老工作，确保20xx年社区居家
养老社会化运营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及城市养老服务中心项
目建设等工作按时有序完成，10月11日，市民政局召开南宁
市20xx年社区居家养老工作会议。

会上，各城区民政局、开发区社会事业(务)局局长依次就社
区居家养老购买服务(居家养老社会化运营)和项目建设情况
作了总结和汇报。随后，与会人员就社区居家养老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分享了各自的经验。黄菊如局长在
肯定了各城区、开发区所取得成绩的同时，指出整体工作进
度较慢，问题较多，要下大力气推进，提出了具体要求：一
是要高度重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加强社区居家养老社
会化运营和项目建设的领导，全面完成今年预定的目标任务;
二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及城市养老服务中心等项目建设涉及
面广，要加强协调，共同推进;三是要加强监管，服务与管理
并重;四是做好20xx年城市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项目申报和储备。赵廷和副局长在会上强调，留给我们的时
间已经不多，要科学合理的安排好各项工作，确保各项任务



的完成。

社区食堂运营方案篇三

1、在食堂就餐的员工，必须遵守就餐时间，不得提前下岗就
餐。

2、员工应按序排队打饭，不得拥挤，吵闹，文明就餐。

3、爱护公物，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杜绝浪费。

4、禁止在指定就餐区域外的其它场所就餐。

5、饭后自觉清理自己的卫生，不乱倒残羹。

6、各部门接待来宾时，须提前到公司行政人事部填写《就餐
申请单》，由员工食堂根据《就餐申请单》安排就餐和结算。

总之，员工食堂关系着全体员工的后勤伙食保障以及公司的
形象，责任和意义都非常重大。食堂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
要有足够的卫生安全意识、服务意识和服从意识。公司对食
堂的定位应该是“福利性质”，确保食堂维持收支平衡或略
有盈余即可，保证使员工的福利落到实处，让员工吃饱吃好。

以上方案妥否，请指示！

xxxxx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部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社区食堂运营方案篇四

8月23日下午，宁德市召开居家养老专业化工作推进会议，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分管领导、
民政局局长(社会事业局局长)，市直有关单位和居家养老专
业化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宁德市政府黄建龙副市长参会并
发表了讲话，会议由宁德市政府办吴江副秘书长主持。

会上，宁德市民政局徐孝卫局长就如何推进全市居家养老专
业化工作作了重要部署，省民政厅养老事业处处长林跃强解
读了省政府关于居家养老最新文件精神，各县(市、区)就如
何开展居家养老工作发言讨论，受邀参会的五家居家养老专
业化服务组织就自己的企业特色做简要介绍。

黄建龙副市长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养老是利在当
代，泽被后世的好事，但是好事却难做，需要各级政府和有
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他要求，全市应高度重视居家养老服务
工作，充分认识居家养老专业化工作的必要性，深入学习贯
彻省委、省政府精神，结合宁德市实际情况，不断加大工作
力度，把握好时间节点，迅速行动起来，确保在20xx年底完
成引进专业化服务组织落地，全面铺开我市居家养老服务。

社区食堂运营方案篇五

1月11日，当向阳居家养老服务网点活动室大门刚刚打开，一
群老人相拥而入，手里举着“火红的表扬信”，他们是专程
来感谢“向阳居家养老服务网点”的工作人员。原来，这些
老人都是空巢老人。

自7月16日向阳家政在辽河、建新、万有社区启动居家养老服
务网点以来，深受老人的认可与欢迎，向阳养老网点的设立，
使每天中午老人能吃上热气腾腾营养可口的饭菜，而且只需5
元钱，而且为有需要的老人，风雨无阻的送餐，老人们非常
满意和感动。老人们为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特送上一封表



扬信，真心感谢向阳家政为他们做的这些实事。

尊敬的向阳家政领导及社区领导：

我们是社区网点的就餐居民，每当我们走到这里使我们感到
非常的亲切温暖，无论任何天气情况，雪天、雨天、食堂的
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对待行动不便的老人主动接送，问寒问
暖，使每一位老年人吃得放心玩得开心，让我们真正体会到
向阳家政居家养老的真实性和对我们的'重要性，真是居家养
老的体现所在。使每一位老人深深感受到在此如在家的感觉，
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真正的做到了敬老、爱老、关怀老
人。在这里永不言败是传递居家养老的正能量，这样的就餐
环境是每一位老人所需要的，希望你们传承下去，使每一位
老人幸福、安康、快乐永远。

感谢向阳家政领导为老年人搭建这样的平台，使我们衣食无
忧!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日

辽河社区全体就餐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