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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新渝报讯（记者 罗冠骁）为提升小区防控能力，保
障居民生产生活安全，近日，双桥经开区建设局联合大
足区物业管理协会，对双桥经开区各个居民小区开展
物业管理区域2023年度上半年安全常规检查。

双桥经开区建设局房屋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带队，
先后检查了龙景理想城、康桥名邸、和鸿观岳山等物业
小区。每到一个小区，工作人员都兵分多路，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对物业在消防安全、监控设施、垃圾分类、电梯
运行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部分电梯损坏未及时维修、小区绿化树木缺乏修
剪、小区过道排水不畅……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详细
记录小区内存在的问题，并留下影像资料，检查结束后
由工作人员统一汇总，建立台账。

据了解，双桥经开区建设局2023年度上半年安全常
规检查工作已顺利结束，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已下达
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期限，督促物业服务企业逐一整改
到位。对重点隐患部位，该局将采取“回头看”的方式
反复检查，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对拒不整改或逾期未整
改到位的，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下一步，双桥经开区建设局将切实加强物业平安小区
建设，紧盯小区安全防控短板，强化针对性补齐措施，提高
安全防范能力，防止因物业服务措施不到位而导致安全事
故，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全环境。

双桥经开区

开展小区安全巡查护平安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余杰）
7月 21日，由市卫健委主办的 2023
年重庆市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工
作培训会（第二期）在大足召开，来
自重庆市22个区县和四川省安岳县
的职业卫生人员共聚一堂，围绕职
业健康分类监督执法工作交流经
验，以有效提高职业卫生监督执法
效能，控制职业病危害风险，切实保

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
当天上午，市卫健委相关负责

人兰利萍作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
工作部署。特邀专家李珏作《用人
单位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及操
作培训》专题讲座。李珏就国家开
展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试点工作
作了简要介绍，还结合综合风险评
估、试点成效和亮点等，向与会者作

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在下午的培训
中，大足用人单位代表张安杰介绍
了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经验，涪陵区
姚一鸣、大足区陈让兵分享了职业
卫生分类监督执法工作经验。

此次培训为大家相互学习、取
长补短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推动彼
此共叙友谊、共谋卫生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

川渝职业卫生人员参加大足培训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7月
18日至19日，大足区疾控中心开展
2023年大足区预防接种资格证培
训，来自全区各医疗卫生单位所有
在岗预防接种工作、拟新增从事预
防接种人员以及资格证已到期的
217名人员参加培训，以全面提升
大足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业务能
力，确保预防接种安全。

培训会上，大足区疾控中心李

德俊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解读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提出
各接种单位和预防接种工作人员
要继续加强疫苗管理，规范预防接
种，提升服务质量。大足区疾控中
心免疫规划科工作人员就《国家免
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
（2021年版）》、疫苗和冷链管理、产
科疫苗接种、犬伤暴露后疫苗注射
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随后，所

有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了线上考
试，考试成绩合格后将由大足区卫
生健康委统一发放预防接种资格
证，取得资格证后方可从事预防接
种相关工作。

本次培训进一步强化了大足
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
提升了预防接种人员的接种服务
能力，为全面提高大足区预防接种
工作质量奠定了良好基础。

大足区200余名预防接种人员“充电”

重庆日报讯（记者 李志峰 实习生 雷皓羽）高校
有众多科研成果“养在闺中”，如何走出来？企业如何“引
智”解决问题？7月20日，“主题教育促发展·产教融合破
难题”重庆高校与市属国企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对接会
暨“双百双进”活动启动仪式在西部（重庆）科学城举行，
我市将组织100家国企进高校、100个高校博士教授团队
进国企，积极推动校企双方互进促对接，挖需求找成果，
着力促进市属国企“引智”和高校科研成果“入市”。

“重庆化医集团下属的制药公司寻求金钱草培育
和规模种植技术，以提高每亩金钱草单产和有效含
量”“由重庆大学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全国重点实
验室牵头进行的岩土工程全域智能监测与预警技术
相关成果，已成功应用于数十座大型矿山尾矿坝、矿
区山体滑坡、排土场以及城市地下空间的安全评估、
监测预警、病患防治等工程”……对接会上，重庆化医
集团、重庆机电集团、重庆高速集团介绍了企业的技
术创新需求，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
庆交通大学、重庆理工大学等在渝高校则面向企业需
求进行了科技成果发布，有 3所高校与有关企业进行
校企科技创新产学研合作现场签约。

接下来，市教委、市国资委将以“双百双进”对接行
系列专题活动，通过成果对接、人才交流、校企合作，进
一步搭建校企对接交流合作平台，加快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实现校企合作发展共赢。

重庆将组织100家国企进高校、
100个高校博士教授团队进国企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实习
生 桑秀萍）7月 20日 19时，大足区
人力社保局举办的夏季夜市专场
招聘会在新世纪百货大足商都举
行，让市民逛商场夜市纳凉时还能
找工作。

招聘会现场，双钱集团（重庆）轮
胎有限公司、新世纪百货大足商都、大
足春苗服装有限公司等22家本地企
业参加招聘，提供电工、钳工、品牌导

购员、办公室助理等374个岗位，提供
的薪酬由3000元—10000元不等。

这场夜晚招聘会方便了求职
群众，不少来商场消费、纳凉的群
众看到招聘摊位后，上前询问，当
场求职。他们与用人单位招聘人
员进行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和
薪酬待遇，积极推介展示自己，现
场气氛热烈。

“夏季夜市专场招聘会的突出

特点是贴心便捷。为了照顾到不同
群众的求职需求，延伸服务触角，我
们特地选择在人流量集中的商贸区
举办招聘会，以便让招聘信息传播
得更广。今后，这种夜市专场招聘
会将不定期举办。”大足区人社局人
力资源服务科科长张婕介绍。

据统计，当晚共计有 322名求
职者入场咨询应聘，有 116人初步
达成就业意向。

逛商场还能找工作

大足这场招聘会很贴心

7月23日，由大学生志愿者组织
策划的“探索光影奥秘”暑期科学课
在大足区科技馆“科创空间”举办，
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参与。本次课程
让小朋友们了解了光影知识，体验
了发现与探索的快乐，提高了科学
探究、动手操作能力。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通讯员
李艳丽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老年人自己下厨做饭太辛苦，点外
卖又吃不惯。咋办？为了解决老年群体
的实际需求，目前，重庆 41个区县均建
设并运营社区老年食堂，为老年人提供
助餐服务。其中，2022年新增社区助餐
点207个，累计建成各类助餐点1391个，
助餐200余万人次。

这些社区老年食堂到底怎么样？记
者就已初见成效的四种运营模式进行了
探访。

模式一“市场主体+社区食堂”

【助餐模式】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
导、经营自主”理念，实行“市场主体+社
区食堂”，引进餐饮企业租赁或利用自有
门面开展助餐服务。

【实地探访】近日，午饭时分，江北区
华新街街道桥北社区老年食堂人声鼎
沸，座无虚席。

桥北社区党委书记黄磊介绍，去年，
街道、社区在建设社区老年食堂之初，就
把目光锁定在位于华新街轨道站附近的
重庆董渝生餐饮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

“网红”面馆，“这家面馆生意已经很火
爆，而社区的加入可以为他们带去更多
资源，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共同挂上了社
区老年食堂的牌子。”

挂牌后，桥北社区老年食堂拓宽营
业范围，除“网红面”外，还推出中餐、早
点，为老年人提供1元营养粥、3元小面、
5元小碗菜、12元套餐等，因地理位置优
越、价格实惠、味道可口，很快就有了大
批拥趸。

记者注意到，这家社区老年食堂的
就餐人员基本“五五开”：除了老年人，还
有一半左右是年轻人。

董渝生餐饮公司董事长龚洪明介
绍，桥北社区老年食堂能“叫好又叫座”，
离不开以下几点——

首先，食堂的“网红面”粉丝群体庞
大，每天都有大批粉丝来点80元左右的
大碗英雄面等单价较高的市场化产品，
可平衡老年餐的成本。

其次，社区食堂自开门营业以来，与
街道、社区联合探索“社区食堂＋”模式，
包括“社区食堂＋学堂”“社区食堂＋就
业”等，通过政府扶持、企业让利、市场化

运营，变“输血”为“造血”，有效解决了社
区老年食堂公益与盈利平衡难题。

龚洪明表示：“运营一年多，企业是
盈利的，未来可期。”

模式二“中心带站联点”

【助餐模式】按照“1+X+N”的模式，
实行“中心带站联点”助餐服务，依托 1
个养老服务中心中央厨房，在X个社区
养老服务站设立老年食堂，并在有条件
的小区拓展设立N个助餐服务点，形成
15分钟养老助餐服务网络。

【实地探访】7月 20日中午，渝北区
双龙湖街道龙顺街养老服务站开饭了，
十多位老人陆续刷卡、打饭、就餐。

这是双龙湖街道“中心带站联点”模
式中的一个点位。目前，双龙湖街道已
在辖区建设了 1个养老服务中心、17个
社区养老服务站，按照“1+17+N”的模
式，依托社会企业力量运营 1个养老服
务中心中央厨房，在17个社区养老服务
站设立老年食堂，并在有条件的小区拓
展设立了10个助餐服务点，形成了15分
钟养老助餐服务网络。

双龙湖街道民社办主任刘文芩介
绍，根据社区老年食堂服务老年人身
体的实际，他们设立了统一的标准配
比和营养配比，并针对糖尿病人群推
出适宜的健康套餐、分季节推出时令

“1元餐”。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中心带站联

点”模式下，政府部门是社区老年食堂
建设的主导力量，多通过党委牵头整合
资源、提供场地，政府给予财政补贴、税
费优惠，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
建设。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也按照“1个养
老服务中心+6个社区+11个居民小区”的
模式，探索“中心带站联点”助餐服务。

“罗婆婆，我来给你送饭了，热乎的，
你赶紧吃。”7月 21日中午，身着“红马
甲”的送餐员王勇准时来到跃进村街道
东正社区 85岁老人罗永碧的家。青椒
炒肉、麻婆豆腐、炒菜心……饭盒里荤素
都有，还冒着热气。据了解，给老年人送
餐是跃进村街道在“中心带站联点”模式
下打造的志愿服务品牌，目前已拥有“助
餐”志愿队员103人，让辖区老人足不出
户就能享用营养餐。

模式三“公建民营”

【助餐模式】按照“政府建设、机构运
营、资源整合”原则，实行“公建民营”助餐
服务，即利用社区养老服务站场地资源，
由第三方企业因地制宜开展助餐服务。

【实地探访】“回锅肉、水煮鱼、炒苦
瓜、炒油麦菜、紫菜蛋花汤，今天的菜可
以，吃了不够还可以免费加。”7月 19日
中午，江津区珞璜镇碑亭社区养老服务
站“帅乡幸福食堂”，几位老人正在舀饭。

记者发现，来这里吃饭的大多是周
边的居民，也不乏附近的上班族。

社区养老服务站运营方、重庆佩华文
旅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伟介绍，他们
对助餐服务实行差异化优惠：70岁以上老
人一餐10元，60岁至70岁12元，60岁以
下14元，这个价位对老人或上班族来说都
较为实惠，目前每天有100多人用餐。

夏建伟坦言，这个社区老年食堂尚
属起步阶段，现在还无法实现盈利。但
他十分看好养老行业，希望能把这里做
成样板，做出特色，进而拓展市场。

目前，在“公建民营”模式下，珞璜
镇、碑亭社区在“资源整合”上下功夫，帮
助社区老年食堂尽快起量。

夏建伟认为，社区老年食堂虽不是
暴利行业，但薄利多销，对民间资本依然
有吸引力。

模式四“中央工厂+中心
厨房+社区食堂+家庭餐桌”

【助餐模式】建立中央工厂，由其负

责食材采购、加工、处理，并将饭菜逐级
配送到中心厨房、社区食堂、家庭餐桌，
后三者只需简单加工、加热即可食用。

【实地探访】近日，记者穿上工作服，
戴上头套、口罩，经过消毒后，走进位于
沙坪坝区的重庆盛茗康食中央工厂，看
到同样“全副武装”的工人们正在生产线
上备餐、打包。

这个中央工厂由沙坪坝区引进，区
民政局协助选址，区政府帮助解决了生
产许可和经营许可。

重庆盛茗康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余学军介绍，这个中央工厂投资
2300余万元，“购置了净菜生产线、全自
动面点生产线、灭菌系统。”

余学军说，“中央工厂+中心厨房+
社区食堂+家庭餐桌”模式实行食材集
约化基地直采，在中央工厂进行清洗、
加工、冷冻或真空处理后，以预制菜或
半成品形式冷链运输至各中心厨房，
中心厨房复热或再加工后送至社区用
餐点。

余学军认为，对于社区老年食堂来
说，成本控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我们
前期进行了调研，发现有的养老机构一个
厨房11个工人服务400多老人；而我们中
央工厂只有30多个工人，不仅可为机构、
社区食堂节约大量人力成本，还可通过集
中采购，节约至少20%的食材成本。”

记者了解到，发展一年来，盛茗康食
中央工厂已与多家粮油食材供应商达成
战略合作，每天为全市17家养老机构和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大约 5000名老人
提供营养膳食。

重庆这些社区老年食堂“好吃不贵”
四种运营模式初见成效

重庆日报讯（记者 张莎）记者近日
从市民政局获悉，作为市民政局“民政
惠民有感”十项实事之一，目前，我市正
扎实推进“渝悦养老·幸福食光”社区老
年食堂建设行动。

据了解，市民政局要求在今年 8月
底前，全市各区县要结合现有基础，选
择条件适合、老人助餐需求强烈的社
区，通过改建、扩建等方式，开展老年食
堂建设试点，各区县至少建成 1家老年
食堂，争取做到建好一家食堂、服务一

片老人。今年 9—12月，我市将全面推
开老年食堂建设，实现老年食堂服务场
景多元化、服务流程标准化、服务模式
数字化、服务质量优质化，重点补齐农
村、远郊地区助餐服务短板，不断扩大
助餐服务受益面。

市民政局还印发《2023年重庆市养
老服务工作要点》，明确了打造示范社
区老年食堂 100个、织密遍布社区家门
口的助餐点、构建社区助餐服务网络等
目标任务。

今年重庆将打造示范社区老年食堂1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