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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詹程开

本报讯 杭州三墩75岁的姜大伯留言：我

享受不了社区老年食堂的就餐补贴，能不能帮

忙解决一下就近用餐需求？

本报记者马上了解具体情况。姜大伯说，

他原本住在上城区闸弄口街道万家花园社区，

儿子住在西湖区三墩镇，为了儿子上班方便，他

跟儿子换了房居住，但是户籍还在原来的社

区。住到三墩德泽家园后，他向当地社区申请

办理附近老年食堂的优惠卡，但被社区告知他

不能办理，“社区告诉我，老年食堂的优惠只适

用于户籍在本社区的老人。”

1月6日，记者前往了姜大伯提到的老年食

堂——好胜客。这个老年助餐点既面向老年人

服务，也面向周边人群。助餐点的墙上，挂着老

年助餐点运行和补助情况的说明，上面第一条

写着服务对象为三墩镇60周年以上户籍老人。

好胜客杨店长告诉记者，老年人要来他们

这里享受老年助餐点的相应折扣优惠，需要先

在社区办理好相关的优惠卡或者积分卡的，

“60~79周岁老人打75折优惠，低保困难、残疾

人、80 周岁以上老人享受 6 折优惠，每餐享受

20元以内的优惠。”

记者在现场看到，用餐时间，陆续有老人到

这里享受了相应优惠。“我们办老年食堂是会有

相应的补贴，但目前给社区老年人的折扣优惠

也是由我们自己来承担支出成本的。目前这个

优惠只面向持有社区优惠卡和积分卡的老人。”

杨店长认为企业也有自己的经营难处。

三墩镇德泽社区方面表示，德泽家园这片

的几个小区很多都是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老

年人多是这些小区的特点，“吃饭问题”一直是

老人们面临的现实难题。为此，几个社区联合

采用了“公建民营”的方式，引入了第三方民营

企业运营老年食堂。

记者了解到，2023 年 9 月杭州市出台《关

于提升全市老年人智慧助餐服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打破户籍限制，只要年满60周岁便可在任

意“全城通”助餐机构享受优惠，非杭州户籍老

人也可享受“通吃、通享、通付、通达”。并根据

年龄段为老年人划分优惠折扣，即 60~79 周岁

老年人每餐享受 8 折优惠，80~89 周岁老年人

每餐享受 7 折优惠，9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餐

享受5折优惠，并且还推出了第一批试点餐厅。

那么，姜大伯这样的情况该如何享受老年

食堂的优惠呢？西湖区民政部门表示，目前杭

州市内部分老年食堂（助餐点）加入“全城通”助

餐服务网点，后期会根据相关政策继续完善落

实网点范围。

三墩镇公共服务办的工作人员回复，目前

姜大伯住所附近的老年食堂还没有纳入“全城

通”试点，“我们也就此事和区里进行了沟通，目

前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如果老人愿意，可

以把户籍迁到德泽家园来；其次也可以选择在

该老年助餐点充值，享受九折优惠。”

本报也将持续关注老人异地助餐服务。

本报记者 陈颖 文/摄

我为啥不能享受老年食堂优惠
经本报记者帮忙联系，相关部门表示，要加快推进“全城通”助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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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记者帮收到了义乌王小姐

的建议：“很多停车场开通了ETC自动扣费功

能，但是开发票却有点麻烦。能不能像高速一

样，有统一的开票平台？”

本报记者当即联系了王小姐了解具体情

况。她表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建议，是因为

最近她为了给 5 块钱的停车费开发票忙活了

快一周。

王小姐是公司的行政人员，每个月都要提

交发票到财务对账，但是去年 12 月的账单却

有 5 块钱对不上。“年底要关账，即使只有 5 块

钱还是要理清楚。”王小姐说，她专门去银行拉

了账户的流水，“最后查了行车轨迹，才发现这

5块钱是在停车场产生的。”

原来，去年 12 月王小姐单位的公车去了

一趟义乌国际商贸城附近的银行，停车场开通

了ETC自动扣费功能。因为公车ETC绑定的

是之前驾驶员的手机号码，所以现在的驾驶员

没有收到扣费信息，等月底报账时便忘记了还

有这样一笔支出。

虽然找到了 5 块钱产生的来源，但开发票

之路才刚开始。

一开始，王小姐找到了管理义乌大部分公

共停车场的集团，对方帮忙查了很久，发现王

小姐单位公车产生费用的停车场并不是由他

们管理的。后来还是单位的司机按之前的行

驶路线原路找了一圈，才找到了当时的停车

场，开出了5元停车费发票。

应用 ETC 停车缴费服务的停车场开发票

困难吗？记者探访了杭州的情况。在西湖风

景区内龙井路 1 号的宝石山前山停车场、杭州

东站地下停车场，工作人员都介绍说，登录停

车场收费单位的小程序“电子发票”模块就可

以开具停车费发票。

“有时候司机赶时间或者没有去拍停车场

的告示牌，找开票方就很麻烦。”王小姐说，“本

地的停车场，还能去现场找一下，外地的只能

网上搜，看有没有信息。希望开通 ETC 自动

缴费的停车场也能有统一渠道。和高速收费

一样，可以统一开发票。”

本报记者 梁亮

自动抬杆停车场能有统一开票平台吗
读者为5元停车发票忙一周，本报记者体验：原来必须找对收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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