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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林爱玲
实习生冯诗佳

继“成人小饭桌”火了之

后，不少吃腻了外卖的年轻人

又盯上了社区食堂。日前，记

者了解发现，原本主要服务老

年群体的社区食堂意外“出

圈”，厦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

择走进社区食堂解决吃饭问

题，甚至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

布社区食堂打卡攻略。

为什么社区食堂“火”了？

跟着晨报记者去看一看。

年轻人老年人错峰用餐
昨日11时 30分许，记者

来到位于思明区太子山庄内的

开元街道阳台山社区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阳台山的社区食堂

就开在这里。此时，食堂里已

经排起了长队，队伍中不仅有

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不少年

轻人的身影。

清蒸黄花鱼、闽南卤肉、苦

瓜炒肉片……这家社区食堂现

炒现卖、菜品丰富，并且采用称

重式自助餐的模式。记者在志

愿者的引导下，掏出手机扫描

立在服务台处的二维码，充值

并录入人脸信息后，就可以拿

取餐盘，刷脸按需取菜。之后，

把餐盘放在固定区域，便可自

动计算菜品重量和价格。全程

自动化、智能化的操作，对年轻

人十分便捷。

在附近上班的小王和小谢

是第一次来社区食堂，用餐体

验不错。小王告诉记者，之前

中午下班时经常路过阳台山社

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但看到

“养老”的字样，就以为这里只

为老年人供餐。“今天看到队伍

里年轻人不少，赶紧来试试。”

小王说，工作单位附近的小餐

馆他都吃遍了，外卖也吃腻了，

到社区食堂来吃饭感觉很新

鲜。“感觉很卫生，味道也不错，

性价比挺高。”

阳台山社区党委书记苏文

伟告诉记者，现在来社区食堂

用餐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作

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我们社

区食堂优先保障辖内60周岁

以上老人用餐，这类人群用餐

是可以享受优惠的。”苏文伟

说，60周岁以下的人群也可以

到社区食堂用餐，但按市场行

情收费。

“我们社区食堂提供午餐

和晚餐，每天平均为300名左

右60岁以上老人提供助餐服

务，仍有余力满足部分年轻人

的用餐需求。”苏文伟告诉记

者，一是社区食堂会提前准备

餐食，二是因为老人和年轻人

用餐时间基本错开。“老人家一

般吃饭比较早，年轻人吃饭比

较晚，实现了错峰用餐。”

方便卫生受消费者青睐
记者又先后走访了位于筼

筜街道振兴社区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的社区食堂，以及位于中

华街道镇邦路49号的社区食

堂，同样看到人气十足的画

面。在用餐人群中，年轻人“含

量”挺高，这和这两家社区食堂

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近年

来，厦门不少街道拿出核心黄

金位置布局社区食堂，这两个

社区食堂是其中典型。

比如，筼筜街道的社区食

堂位于湖滨中路地铁口附近，

周边商务楼宇不少，人流量

大。而中华社区更是毗邻中山

路步行街，有不少游客前来社

区食堂“打卡”。

中华街道社建办负责人苏

江圳告诉记者，社区食堂在不

少人眼中是老年食堂，主要为

社区里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助

餐服务。但事实上，社区食堂

是面向所有社会人群开放，只

不过不符合条件的人群不享受

用餐优惠。中华街道社区食堂

还依托古龙小厨，新添了酱油

冰淇淋、烧肉粽等美食，希望抓

住年轻人的味蕾。

筼筜街道社建办负责人叶

佳斌告诉记者，筼筜街道的社

区食堂很受周边白领群体欢

迎。“很多年轻白领点外卖还要

等待，而社区食堂就在边上，可

以随时来。”叶佳斌说。

社区食堂价格方面的优势

也不容忽视。“年轻人吃一餐，

三菜一汤只要18元。”湖里区

吕岭社区敬老餐厅相关负责人

林佩芬表示，社区食堂性价比

较高，加之卫生更有保障，因此

受到年轻人追捧，在附近居住、

上班的年轻人纷纷走进食堂，

和老年人成为“饭搭

子”。

记者了解到，截至2022年 8

月，厦门全市配置有厨房可供堂

食的社区食堂有40个左右，而随

着各区政府的不断布局，社区食

堂的数量还在上升中。作为

“15分钟便民生活圈”

的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社区食堂数量

的增加，其覆盖

面不断延伸扩

大，成为社区赋能的重要载体，为

更多人群提供便利和实惠，受到

许多市民的点赞。

家住阳台山社区的黄女士一

家就是社区食堂的常客。她和老

公在厦门打拼，儿子尚小，工作繁

忙，吃饭就成了难题。“来不及做

饭或者不想做饭的时候，就到社

区食堂吃饭，吃一顿也花不了多

少钱，还特别省心。”黄女士说。

家住双莲池的林女士总是趁

着中午时间，带着打包盒前往鹭

江街道的社区食堂打包饭菜。“这

样午餐、晚餐都解决了。在下班

回家路上就能买到实惠美味的饭

菜，大大方便了我们上班族。”林

女士说。

社区食堂受追捧
背后是民生期待

原本设立初衷偏向为老服

务的社区食堂意外受到年轻人

的追捧，原因不难理解。生活在

快节奏的城市里，年轻人想“好

好吃顿饭”并不轻松。下班后太

累了，不想做饭；进餐馆或吃外

卖，且不论卫生状况如何，价格

贵不说，也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成

本。相比起来，社区食堂带有普

惠性质，尽管年轻人不能享受优

惠价格，但仍比下馆子、叫外卖

便宜，而且更卫生、健康。

年轻消费者的涌入，对社区

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共赢”。尽

管有政府扶持，但大部分社区食

堂仍是市场化运营。不少社区

食堂老年群体就餐数量偏少，陷

入经营困境。年轻人的到来，无

疑能带来更多收入，有利于社区

食堂的良性运转和持续发展。

因此，不少社区食堂积极调整升

级，在“老少通吃”上下功夫，努

力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营，让更

多年龄层的居民享受便利。

有人调侃年轻人和孩子、老

人“抢饭吃”，但这背后折射出的

是年轻人就餐选择相对有限的

现实痛点和“吃得好”的民生期

盼。让占据城市人口大多数的

年轻人有更多更好的就餐选择，

探索更多物美价廉的民生服务，

才能让城市年轻人、奋斗者有更

多的幸福感、获得感。

（记者林爱玲）

社区食堂抓住年轻人的心
厦门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家门口就近就餐，和老年人成为“饭搭子”

阳台山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食堂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记者陈理杰摄

振兴社区养

老服务照料中心

食堂，年轻居民正

在打包饭菜。

记者王世伟摄

延伸阅读

厦门大力推动社区食堂建设

排队打菜的人群中，年轻面孔不少。记者陈理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