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年轻人去附近老年食堂打卡的帖

子热度居高不下。不少网友戏称，老年食堂是身边的“省钱

密码”。也有不少双职工家庭在老年食堂找到了承包一家

三口饭桌的新路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解决老年群体就

餐问题的老年食堂在社区落地生根。然而，不少老年食堂

面临着运营困难的窘境：一方面，由于部分老年人因为腿脚

不便等身体原因，实际到店用餐的老年人并不多，店面环境

和人力服务存在不同程度的“闲置”，不免有些可惜。另一

方面，实惠的菜品价格，加上就餐人数不多，让老年食堂往

往徘徊在亏损边缘。目前，老年食堂的运营主要依靠政府

补助及社会支持，长此以往不利于其发展，甚至无法保障基

本的正常运营。

因此，把老年食堂升级为面向社区各个群体的综合食

堂，既是客观需求，也是正向优化。年轻群体涌入老年食

堂，其实是一种“择优而选”。外卖平台动辄四五十元的价

格，让不少年轻人直呼“吃不消”，同时外卖食物参差不齐的

菜品质量，也让不少年轻人“吃不下”。

另外，不少双职工家庭奔波一天后疲于买菜做饭，去

社区老年食堂吃一口热饭热菜，既是工作一天后的小慰

藉，也是一家人的小幸福。环境整洁、物美价廉的老年食

堂成为越来越多年轻群体的“心头好”，也就成了顺理成

章之事。

因此，把老年食堂升级为社区综合食堂，不仅可以充分

合理地运用社会资源，惠及更多人群和家庭，也能助力老年

食堂扭转窘迫现状。升级后的社区综合食堂，依然以服务

老年群体为核心，同时分时段面向不同群体开放，可以在较

早的用餐时段，优先安排老年人用餐，确保养老服务落实到

位。而在稍晚的时段，则面向其他群体，以市场价格增加食

堂营收，确保正常运营。

从长远来看，老年食堂升级为社区综合食堂也大有裨

益。未来的社区综合食堂甚至可以开放不同的档口，提供

老年餐、儿童餐、妇女营养餐、减肥养生餐等等，满足多元化

用餐需求。老年人就餐享受的折扣、补贴不仅不会受影响，

反而会因为食堂良好的营收情况，通过市场方式补贴运营。

一个为多个群体撑起一日三餐的社区食堂，必将成为

点缀万家灯火的温情招牌，也成为抚人心、慰冷暖的存在。

期待老年食堂奏响幸福的烟火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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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汉正在冲击全国“最洁净的城市”，创建 100

个“席地而坐”示范片区。为此，武汉城管在精致环卫作

业导则中，设定了一个近乎苛刻的标准：1 平方米车行道

路面尘土量不超过10克。

不是所有城市都敢立这样的目标，武汉能喊出这样

的口号，代表了一种底气。这几年，全国城市发展都有了

巨大的飞跃，在大体完成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以后，

打造洁净城市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武汉也不例外。从

硬件角度看，武汉的进步有目共睹，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的确到了开始精益求精、美化城市细节的时候。

能够席地而坐，几乎是对一个城市洁净程度最高的

评价。能达到，甚至只是接近这样的目标，无疑会让人赏

心悦目、备感亲切。洁净的生活环境是大家共同的向

往。想想在长江边汉江边，那些席地而坐、闲适安逸的身

影，一定是这个城市最动人的画面。

那么什么叫洁净？怎么样算是可以席地而坐？其实

没有统一的标准。所谓的洁净，只是个很主观的概念，没

有什么规范或者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可照搬的

依据。所以城市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更得讲科学讲规

律，不能动不动就把一尘不染挂在嘴边，也不要动不动处

罚这个处罚那个。打造洁净城市不是去折腾清洁工，也

不是制定各种过于严苛的标准，来要求大家实施。

洁净很好，洁癖要不得。之前，发生在西安街头环卫

工人拿着毛刷刷马路灰尘的一幕曾经刺痛人心。西安推

出“以克论净”的举措，一平方米灰尘超5克将被罚款，一

度引起广泛质疑。武汉“以克论净”的标准虽然要宽松一

点，但有没有必要，会不会造成对环卫工人的困扰，也需

要认真评估。

从长远看，打造洁净环境依靠的是城市治理能力和

全体市民的素养。这是一个长期、水到渠成的过程，也是

一个系统工程，最忌心浮气躁。建设工地管理得怎么样，

黄泥车的抛洒扬尘问题怎么解决，市民平时的卫生习惯

如何，都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洁净程度，每一项工作都需要

久久为功。

眼下，许多城市都将打造洁净环境作为工作重点和追

求。武汉市不妨将此作为长远目标，可以先在条件具备的

城区试行，取得成熟经验后再逐步推行。立足实际、踏踏

实实一步步向前走，洁净城市的理想终有落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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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端
读 钱江晚报评论版《读端》栏目邀请专家学者、活跃网友等各行各业人士，点评潮新闻客户端的新闻报道。虽寥寥数

百字，但这些独到的短评，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或换个角度看新闻。我们将这些散落的珍珠收集起来并串珠成

链，供更多人品读，也欢迎大家上潮新闻客户端参与讨论。

“读端”在线，欢迎发声

中国青年报编委曹林：看到《救援队

航空特勤队救出 19 名涿州被困群众，包

括一名婴儿》这样的新闻，人们都松了一

口气。尤其是婴儿被特勤队员抱着的场

景，让揪心的人们泪目。媒体的报道在

这时候扮演的，不只是“信息通达”的传

播者角色，更传递着信心和信念：一个都

不落下。

洪水围困制造了很多孤岛，楼顶、树

梢、墙端、车顶⋯⋯救援者争分夺秒，是

在与孤岛的沦陷抢时间。媒体记者出现

在这里，是避免这里成为信息孤岛、新闻

孤岛。

被洪水围困的人们，身边一片汪

洋。隔绝隔断中成为新闻和信息的孤岛

——电力和通讯中断，求救信息发不出

去，外面的人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况。灾

难之中，信息比黄金还重要，无论是救援

者、在场者、不在场者，问得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严重到

了什么程度？人怎么样了？救援到哪里

了？外面知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媒体所要做的，就是要回答这些问

题，拉平这些问号，打通一个个信息孤

岛！《连线涿州：救援有多难，难在哪

儿？》，媒体触角到达的地方，孤岛的种种

困难被看见，情况起码不会变得更糟。

社交媒体时代，更需要新闻媒体的

“在场报道”。社交媒体发挥着整合求救

信息的功能，让微弱的求救信号被听见，

整合着民间救援力量，找到最近处的救

援者。而记者的“在场报道”，身在中心

的全景视角，各方信息的集聚优势（官

方、民间、救援者、现场亲历、受灾者叙

述）可以给人们一个完整、权威、治愈的

视角。

新闻回顾：受台风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遭遇极端强
降雨。由于强降雨，河北涿州防汛形势严峻。截至8月1
日上午 10 时，涿州受灾 13.39 万人，各方力量紧急驰援
涿州。

8月1日上午，河北涿州应急局向公羊会发来请求紧
急支援的明电。随后，北京公羊救援队、浙江公羊救援队
派出首批先遣地面力量，携带动力冲锋舟等救援装备赶
赴当地。

昨天凌晨起，公羊救援队航空特勤队开始在涿州市
高新区永乐村，利用救援直升机实施绞车孤岛提调救
援。截至发稿，已成功救出19名（其中一名婴儿）被困在
汪洋孤岛中48小时的涿州群众，目前航空和地面救援还
在继续紧张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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