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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山桥街道石桥社区的长者
食堂内，刚吃完午饭的老人们，约了
好友一起去楼上的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活动活动。

“长者食堂正朝着‘多元共融’
的方向发展，不仅要让老人吃得舒
心，还要玩得开心。”金山桥街道石
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迎
迎说，徐州经开区综合打造长者食

堂，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多种功能
一起纳入，探索老年友好模式。“我
们楼上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功能
室，就是希望老人们能体验更好的
环境，参与更多的活动。”

不止石桥社区，在大庙街道后
坝村“幸福食光”中心厨房、金龙湖
街道大湖社区“乐龄餐厅”、徐庄镇
吴楼村“幸福食堂”，均配备图书室、

书画室、影音播放室等功能室，在满
足用餐需求的基础上，培养老年人
的业余爱好，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综合满足老年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
需求。

目前，全区老年助餐服务设施
均依托社区养老服务站点建设，延
伸服务内容的助餐点已建成70个，
基本覆盖区内城市社区。

徐州经开区“一餐热饭”兜起稳稳的幸福
为解决困难老人用餐难题而出现的长者食堂，如今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正成为银发经济的关

键入口。作为全市率先布局推进老年助餐工作的板块，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近年来深入改革创
新，在加快推进中心厨房和社区助餐点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长者食堂经营模式转变，延伸服务、
嵌入破题、增值提升发力，蹚出了一条可持续运营的新路径。

经开轩 张晓培

居民在长者食堂就餐 通讯员供图

清明假期后第一个周末，“音
乐+露营+美食”的创意组合让江苏
新沂火爆出圈。4月11日至13日，
在新沂举办的花厅·河流音乐节吸
引超5万乐迷参与，拉动文旅消费
超4800万元，酒店入住率达90%，
特色餐饮营业额同比增长70%，成
为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样本。

音乐节现场人潮涌动，跃动的音
符中，万千观众汇成欢乐海洋，光影
与旋律交织出令人沉醉的梦幻之
境。游客李博来说：“感觉特别好，现
场的音乐氛围让人很放松很解压。”

以新沂花厅遗址出土的 5000
多年前的猪形灰陶罐为原型、融入
摇滚元素的吉祥物“猪滚滚”，在音
乐节现场随处可见，远古与现代在
这里实现完美融合。围绕此次音乐
节，新沂创新打造“春日消费三件
套”——音乐盛宴、主题露营、特色

美食，将自然风光、文化艺术与休闲
娱乐完美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方位
的春日体验。

在音乐节露营区，5000顶帐篷
如繁星点缀山野，形成壮观的“帐篷
海洋”。露营区分为女性专属露营
区、安静露营区和自由露营区，淋
浴、充电、热水供应等保障设施一应
俱全，此外还有亲子互动空间，满足
乐迷游客的多样化需求。“第一次体
验这种露营区，临时卫生间也有好
多，太贴心了！这次我们全家订了

‘星空帐篷’，晚上躺着就能看演
出。”乐迷鲁先生说。

在露营场景基础上，当地精心打
造了户外生活体验区，引入知名露营
品牌，打造了露营体验区、房车营地等
消费新场景，现场成交额突破千万
元。“我们的帐篷租赁服务三天收入近
万元，其中300元价位的标准型帐篷

最受乐迷喜欢，有很多顾客现场就预
订了‘五一’假期的装备。”商户张志超
说，这种“音乐+露营+市集”的模式，
消费转化率比普通展会高3倍。

在美食区入口，“新沂味道”的招
牌格外醒目。在长达百米的美食长
廊里，擀面皮、蛙鱼、卷潮牌等新沂特
色美食集聚，为乐迷带来丰富的味蕾
体验。当地别具风味的羊肉串卷饼，
让不少人连连称赞。乐迷杨女士说：

“这个羊肉串挺不错，味道很独特，用
的山羊肉也挺符合我们河北人口味，
一会儿我们再多买些尝尝。”

当艺术遇见春天，消费场景的
边界不断被打破。新沂通过“小而
美”的音乐节撬动“大消费”，为县域
文旅持续升温打开了新的发展思
路。这场关于艺术与生活的“尝鲜”
之旅，仍在继续。

张晓培 王冉

新沂：音乐+文旅打开消费新空间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用械
安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医
疗器械（以下简称“药械”）使用秩
序，近日，徐州市泉山区市场监管局
召开医疗机构药械质量安全培训
会。

会议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
理办法》等核心法规，讲解医疗机
构在药械采购、验收、储存、养护、
使用及追溯等环节的法律责任与
规范要求。通过案例分析，深入

剖析药械使用环节存在的风险隐
患，督促医疗机构对标自查及时
整改。

会议强调，药械质量安全关系
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各医疗
机构要深刻认识其重要性。要求
各单位加强法规学习，严格执行
药械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确保药
械使用全过程合规。通过培训，
参会人员进一步提升了学法、用
法、守法意识，为全区药械使用环
节安全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晓培

泉山市场监管局举办药械质量安全培训

近日，江苏省梆子剧院历时近
一年打造的创新大戏《梦红楼》在
徐州模特学校首演。这场以“沉
浸式戏曲”为内核的演出，凭借颠
覆性的舞台呈现与演员的精湛演
绎，让经典文学与非遗剧种碰撞
出璀璨火花。首演现场座无虚
席，谢幕时掌声长达十分钟。

与传统戏曲镜框式舞台不同，
《梦红楼》将剧场改造为立体叙事
空间。随着剧情推进，环绕式
LED屏呈现大观园四季流转：黛
玉葬花时漫天纷飞的桃花瓣飘落
观众席，宝玉神游太虚时360度全

息投影将剧场化为星河，这种“人
在戏中游”的体验，令中国戏曲学
会副会长王评章赞叹：“技术为
骨，戏曲为魂，这才是传统艺术活
态传承的典范。”

导演团队大胆启用“双视角叙
事”：宝玉视角以高亢梆子腔展现
世家公子的炽烈，黛玉视角则融
入昆曲柔板凸显孤女情思。该剧
编曲与制作在保留梆子戏“三大
件”——板胡、笛子、笙的基础上，
引入电子音效模拟风雨雷鸣等环
境声，释放出惊人的美学能量。

张晓培

梆子戏《梦红楼》首演，观众沉浸“入梦”

音乐节现场 通讯员供图

长者食堂其乐融融的背后，还
有本“经济账”要算清楚。

“长者食堂带有显著的公益属
性。如果助餐企业只干这个，生意
是做不下去的。”已经退出长者食堂
业务的徐州唯老汇社区服务有限公
司经理陈旭东坦诚地说，加上菜价
低、食材健康、工作人员需求量大，
所以大多数长者食堂都很难赚钱，
甚至大部分会陷入持续的亏损，只
能靠财政补贴苦苦维持。

百姓叫好，企业叫苦，长者食堂
的“经济账”到底该如何算？

对此，徐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
积极寻找破局办法，多次联合相关

部门对接区助餐企业，找办法、解难
题，努力探索建立可持续运营的长
者食堂长效机制。同时鼓励各长者
食堂通过社会化运营提高自我造血
能力。

“中心是 2024 年 8月正式运营
的。开张仅三个月，我们就实现了
盈利。”走进金龙湖街道美的城家
安年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环境优美、
音乐萦绕，几位老人正坐在咖啡椅
上聊天。运营负责人周雷笑着告诉
记者，以美的城为经营样本，现在
他们还在徐州经开区积极筹备其
他项目。

将长者食堂融入居家养老大课

题，打造“嵌入式”养老服务综合体，这
就是徐州经开区找到的答案之一。

周雷介绍，中心以居家养老服
务为基础，以即时性服务为特色，服
务涵盖家庭管家、邻里食堂、绿色就
医通道、适老化改造等 7大服务板
块200余项服务。目前以美的城小
区为中心，服务半径覆盖周边1.5公
里范围内小区，累计服务长者 800
余人次，助餐服务日均提供餐食
150余份。

徐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相关负责
人说，将餐饮与社区特点相结合，找到
合适的盈利点，才能有望平衡好公益
性和社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在我们面对全龄人群，
不仅有助餐服务，还有中医康
养、社区团购等服务。”徐州山茵
社区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魏传
鹏说。在接手经开区长者食堂
运营后，面对长者食堂的运营难
题，山茵也正思考如何进行“自
我造血”的变革。

魏传鹏介绍，传统的助餐模
式早已被市场验证路径狭窄，现
在的长者食堂运营商必须将模
式升级到2.0版。“公司在总结唯
老汇的失败教训后，目前正积极
筹备打通居家养老各环节壁垒，
将老年大学、主题旅游、老年代
购、中医康养等串联运营。”魏传
鹏说，随着老人就餐、团购逐渐
稳定，食堂的产品线慢慢完善，

公司部分单项业务已实现盈利。
“服务需‘对症下药’，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加强调度和调研，制
定科学的措施，加大政策扶持、
鼓励多元筹资，总结推广目前已
有的经验模式，让长者食堂办得
起、办得久、办得好，也确保老年
人享受高质量的助餐服务。”徐州
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从“政府包办”到“市场共
舞”，徐州经开区长者食堂的实
践印证：养老助餐并非“赔本买
卖”，关键在创新机制。无论是
延伸服务，还是打造嵌入式养老
服务综合体、拓展服务价值……
越来越多样化的市场化探索，让
幸福食堂跳出“输血依赖”，焕发
内生动力。

增值提升，让长者食堂长久飘香

延伸服务，让一间餐厅多姿多彩

嵌入破题，让“一本账”良好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