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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  政

单位闲置房产用于开展老年助餐服务。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将现有设施场地改扩建用于老年助餐服务的，给予相应补贴和

支持。

9. 加大运营扶持力度

  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

筹资机制，支持老年助餐服务机构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服务。

  有条件的地方可综合考虑助餐服务人次和质量、老年人满意度等情况，给予老年助

餐服务机构一定的运营补助或综合性奖励补助。

  对符合条件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按规定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用水、用电、用气、

用热按规定执行居民生活类价格。

  鼓励各地出台惠企政策，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老年助餐服务。支持具备资质的各

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老年助餐服务，平等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10. 实施就餐分类补贴

  坚持有偿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根据老年人经

济困难程度、失能等级等情况，对享受助餐服务的老年人给予差异化补贴，补贴的范围、方

式、标准由地方各级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研究确定。

  有条件的地方可将面向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助餐服务纳入当地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支持各地以发放老年助餐消费券等方式，让老年人享受看得见的实惠。

11. 压实各方责任

  强化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完善老年助餐服

务食品安全保障、监督考核、应急处置、责任追究等制度。

12. 强化日常监管

  老年助餐服务有关管理部门应当依职责联合开展抽查检查，按规定公布食品安全日

常监督管理信息。

  定期对老年助餐服务价格和质量进行评估，结合老年人满意度等情况，适时动态调

整对老年助餐服务机构的扶持政策。

  对不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运营管理等规定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3. 加强社会监督

  鼓励采用透明可视方式公开展示餐饮服务相关过程，通过“互联网 +明厨亮灶”等

方式接受社会监督。

  鼓励邀请老年人、社区居民代表参与食品安全检查。

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