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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寻幸福的定义时，我发现它就藏在
一粥一饭之中。“社区食堂”的出现，有着非凡
的意义。

抱着孙女的张家丽，发自内心的喜悦溢
于言表。和许多帮忙照顾孙辈的爷爷奶奶一
样，张家丽当下的生活似乎已被孙女填满。

“社区食堂”开业前，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午饭，
只能靠零食和速溶豆浆对付一口。“社区食
堂”开业后，她的午饭有了着落。她言语中的
满足无不让人感受到：幸福就是一顿触手可
及又经济实惠的美食。

还有耿莉，为了照顾八旬父母，她每天中
午都来去匆匆。年迈的父母看着她两头奔
波，心疼之余提出想回老家生活。而放心不
下的耿莉，寄希望于小区有个食堂，解决父母
的午餐。当“社区食堂”开业后，耿莉满心欢
喜，父母也能安心长住。

生活中，我们都将或已经成为“张
家丽”“耿莉”，成为侍奉父母的子女、
照顾孙辈的爷奶。当工作和责任不
可协调时，一个“社区食堂”或能缓
解生活的压力。

·社区治理微观察·

运城晚报讯（记者 崔萌）“轰隆
隆……”近日，伴随着铺路机的轰鸣
声，绛县龙王庙社区财政局家属院财
政后巷内，一条平整的柏油路上，黑
色的沥青冒着腾腾热气，发出“滋啦
滋啦”的声响。

这条有着 38 年历史的小巷终于
迎来首次改造，其改造资金由巷内
18 户居民集资而来，每户出资 3700
元。这来之不易的款项，承载着居
民对改善生活环境的期望。居民撖
明奎等人在巷道围观，脸上露出兴
奋的神情。

据介绍，财政局家属院建于1986
年，共有两条主巷道，常住居民24户。

由于年久，巷道变得破败不堪。
前几年，一条巷道经过改造变得平平
整整，而财政后巷则是砖头裸露、坑
坑洼洼，一到雨天，坑洼之处就严重
积水，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路中间
石板下的下水道也失去功能，散发出
的臭味在空气中弥漫，影响居民生
活。久而久之，居民对改造巷道的呼
声越来越高。

“这些年，巷道也曾有过小修小
补，比如井盖坏了，就临时换一块，但

总归不是长久之计。”撖明奎在此居
住了30多年，见证着小巷的变化。

10月初，在龙王庙社区和绛县财
政局的协调下，18户居民通过集资的
方式，对巷道进行了提升改造，改造
工程包括雨污分流、铺设下水管道、
路面铺油等。

其间，各家各户也进行了“厕所
革命”，将自家的旱厕改为冲厕，巷道
整体环境得到大大提升。

“路面平平整整，以后走路安全
多了。”84 岁的王任之老人拄着拐杖
乐呵呵地说。

运城晚报讯（记者 范楚乔）11 月 7 日，
盐湖区东城街道吉祥社区联合市委党史研究
室，邀请专业律师开展“法调家事结 情系万
户宁”法律知识讲座，并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
咨询服务。

活动中，律师杨舟针对居民关注的婚姻
家庭、遗产继承、赡养父母等法律问题，进行
详细解答和讲解，并为大家提供有效的应对
策略。

居民们纷纷表示，此次讲座既有法律法
规内容，又有案例分析介绍，通俗易懂、贴近
实际，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法律意识和防范
意识。

绛县财政局家属院

居民筹资提升巷道环境
盐湖区吉祥社区

开 展 法 律 讲 座

□记者 崔萌

幸福是什么？
它是烟火人间中触手可及的美味佳肴，

是平凡岁月里期待已久的美梦成真。
11月4日，山西爱适佳缘老年助餐有限

公司的“社区食堂”在盐湖区黄金水岸小区、
河东故事小区正式运营。

黄金水岸小区的“社区食堂”有200多平
方米，分上下两层，提供午餐和晚餐；河东故事
小区的“社区食堂”有300多平方米，提供早餐
和午餐。其收费标准为：70岁以上的老年人享
9元午餐自助，早餐和晚餐自选（按市场价8折
优惠）；70岁以下的人员，午餐为10元自助，
早餐和晚餐自选（按市场价8折优惠）；超过
1.1米（包含1.1米）的儿童按成人标准收费，
1.1米以下的儿童按成人半价收费。

河东故事小区居民张家丽的美梦，随着
食堂的开业变成现实。

11月6日12时许，张家丽抱着9个月大的
孙女，与爱人一起到楼下的“社区食堂”用餐。

当天的菜品十分丰富，有鸡块炖土豆、蒜
薹炒肉、杏鲍菇炒肉、家常豆腐、清炒菜花、黄
瓜拌豆干、洋葱拌香菜等10多个菜品，主食
有馒头、米饭、油饼、包子，还有米汤等汤品，
居民可以自由选择。

张家丽抱着孩子在一张饭桌前坐下，其
爱人则去排队、刷卡、打饭。

“真是盼星星、盼月亮，食堂终于开业了。
这下，我的午饭有着落了。”张家丽退休后不
久就变成了全职奶奶，儿子和儿媳上班，中午
极少有时间回家，张家丽的午饭经常靠吃零
食、喝速溶豆浆凑合。

“光看娃就很乏了，懒得买菜、做饭、洗涮，
又麻烦又浪费时间。中午随便吃点，等孩子们
晚上下班回来后再好好吃一顿。”张家丽说道，
她一直盼着小区能有方便又实惠的助餐服务，

没想到真开了个惠民食堂。
记者在和张家丽交谈时，餐厅里

已经排起长队。队伍中除了老年人，
还有附近的“上班族”“打工族”等。

食堂后厨里，厨师热火朝天地炒菜。大勺
在铁锅中快速翻炒，发出“嗞啦嗞啦”的声响，
灶台上的炉火熊熊燃烧，空气中弥漫着诱人
的香气。一道道美食新鲜出炉，及时为餐台补
充菜品。

居民耿莉带着父母最早来到食堂，母亲
坐下后，她与父亲排队打餐。

“老爸老妈都80 多岁了，做饭对他们来
说都成了困难。”耿莉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她
把父母从临猗接到河东故事小区照顾，每天
中午下班后，她要赶回家做饭，时间比较仓
促。父母怕给她添麻烦，总念叨着要回老家。

“要是河东故事小区有个老年食堂就好
了。”耿莉说，她曾到鼎鑫华府小区餐厅用餐，
感觉特别方便，这样一来，父母的吃饭问题就
解决了，老人住着会更自在些。

近年来，养老问题备受关注，其中老年人
的吃饭问题就是重中之重。如果家门口有一
个食堂，就可以温暖老人的幸福“食”光，既可
以解决老年人的一日三餐，将老年人从买菜、
做饭、洗涮的繁琐中解放出来，又能让子女没
有后顾之忧。

据山西爱适佳缘老年助餐有限公司负责
人周俊峰介绍，黄金水岸小区、河东故事小区
的“社区食堂”，每天中午平均有300多人就
餐。

今年以来，市、区民政局把“社区食堂”嵌
入城乡社区作为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的首
要工作，工作人员通过走访社区、调研公司，
促使运城鼎鑫集团与山西爱适佳缘老年助餐
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建立“社区食堂”，为老年
人提供安全卫生、经济实惠、菜品丰富的餐饮
服务。

◀备菜

◀烹饪

◀出菜

◀打饭

中
心
城
区
新
增
两
家
﹃
社
区
食
堂
﹄

美
味
自
助

幸
福
可
触

◀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