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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农村养老服务新途径

——君山区农村养老服务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党中央把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农村经济基础相对较

差，供养老年人能力较弱，养老服务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农村

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君山区常住人口24.78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43483

人，占21.57%；65岁及以上人口为32278人，占16.01%。按照现行

国际标准，君山区已进入深度老龄化。如何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这个民生问题一直是君山区人大常委会致力研究谋划的课题。

为全面摸清、准确了解农村养老服务工作需要破解的重点、

难点和堵点问题，君山区人大常委会于 2022 年上半年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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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各镇街（场），采取发放调查问卷，

实地走访交流，召开各阶层老年人代表和民政、人社、财政、住

建、农业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座谈会，总结分析典型事例等多

种形式,对全区农村养老服务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了解。

一、农村养老服务环境逐渐优化

针对君山区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区委区政府强化政策落实

和规划引导，切实履行民生保障职责，持续健全居家养老服务体

系，全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呈现统筹推进、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基础设施不断夯实。省、市政府先后将加强“老年人服务保

障”，纳入年度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君山区政府出台了《君山区

“百岁之家”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区民政局自

2018 年以来多方筹集资金，整合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的功能

用房，建设基层自助互助式养老服务设施。全区城乡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区、镇、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逐渐形成。

队伍建设不断深入。君山区人社局积极贯彻执行《关于加快

推进全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将居家养

老服务人才培养和引进纳入了全区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并明确了详

尽的职业培训计划和奖励扶持政策，定期组织养老服务理论培训。

志愿组织不断壮大。君山区人大常委会通过多方调研，结合

君山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决定在全区创新开展“人

大代表+点式养老”志愿服务活动，研究印发了活动实施方案，

层层召开了动员部署会议。2022 年 4 月 19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马娜、副主任赵岳平亲自为君山区养老服务点揭牌。目前，全

区已相继开展多批次、多层次的养老志愿服务活动。党员、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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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妇联、青年、新阶层等各方人士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如火如荼，呈蓬勃发展之势。广大普通百姓的认知度和参与

度也得到有效提升，如横山岭村两家长者食堂就是由当地村民江

涛、杨汉进无偿提供，高新村钟知文、洪水港社区刘仕娥等人，

都表示愿意无偿将自家闲置住宅提供办养老助餐服务点。

部门协同不断加强。各部门结合自身职能，为养老事业发展

尽责尽力。区民政局负责政策指导，统筹协调，监督管理；区财

政局负责落实补贴资金，加强资金管理；区人社局负责落实公益

岗位加强养老护理人才培训；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整合乡村振兴资

源与将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区住建局负责适老化改造等。

二、养老服务新模式的探索实践

君山区在养老服务模式上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也积累

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一键帮”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该模式采取“公建民营”

的合作形式，在钱粮湖镇分路口社区组建“一键帮”—分路口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该中心是一家从事互联网+养老服务的民

营企业，自 2020 年 4 月进驻君山区以来，为服务对象量身定做

APP 居民端平台，让老人和子女实现线上点单、线下体验服务的

养老服务模式，方便子女随时掌握父母日常生活情况和活动轨迹，

实现了健康监管，达到老人舒心、子女放心的目的。到目前为止，

服务达600人次，服务项目达10多项，服务时长近3000小时。

“居家自助+互助式养老”模式。主要是以老养老，以农村

居家自助、互助式养老为特点的模式。如新注册成立的许市镇红

旗老年人活动中心，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该中心名下的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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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食堂于 2021 年 5 月 1 日、2022 年 2 月 21 日相继开张，为附

近 70 岁以上的农村老人 60 余人提供就餐服务，其运作模式是：

村委发动、乡资参与、群众自愿、选建场地、人员培训、自我管

理、志愿服务。自挂牌运行以来，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一是

解决了老人的现实难题，全年提供一日三餐就餐服务，入点老人

都感慨：“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二是消除了

老人的心理孤寂；三是降低了老人的养老成本；四是方便了老人

的生产生活，真正实现了让政府放心、子女安心、老人舒心。实

践证明这是一种低成本、可复制的农村互助式养老模式，现已在

全区得到有效推广。国庆节前后就有四镇一办的村居委会，如松

湖居委会、殷家铺居委会、许家牌村、银杯社区、福华社区等学

习借鉴这一模式，积极规划选点、组建运营。

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虽然近年来农村养老服务政策制度不断健全，服务保障网络

日趋完善，但随着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持续深入，农村养老服

务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君山区在农村养老服务方面也还存在一些

问题和不足，还有很大的提升发展空间。

老年空巢家庭增多。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农村

60 岁、65 岁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 23.81%、17.72%，比城镇高

出 7.99%、6.61%。在许市镇许家牌村了解到，该村 60 岁、65 岁

以上老人所占比重更高，分别达到 25.56%、19.71%，且空巢率高

达 75%。独居和空巢状况，一方面导致老人负担加重。现在农村

收入低，大部分青壮力外出打工，农村基本为“6199”部队，老

人为了生活，既要耕种自己和儿女的土地，还要负担对孙子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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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抚养。如广兴洲镇殷家铺社区肖爷爷，今年 74 岁，上有 90

多岁老母，下有 9 岁多的孙子，身边有半失能的老伴，独自耕种

40 亩田，农闲时还到附近打零工，老人生产生活负担都很重。同

时老年人空巢家庭增多，丧偶或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更强，不同程

度地加大了老年人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导致老人照料缺失。老

年人的生活照料是家庭养老的重要内容。农村老年人在年轻时艰

苦劳作，往往累积了很多疾患。调查中 85％的老年人或多或少有

些病，普遍患有关节炎、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农村老年

人大多吃苦耐劳，日常生活一般不麻烦子女，主要是生病时希望

有人照顾。可老人们这种最低渴求却很难得到满足，生病时普遍

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如我区钱粮湖镇肖台村李大爷，死在自家菜

园几个小时后才被邻居发现。

养老服务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统筹推进力度不够。君山

区三年行动方案中 2022 年要建设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设施 23

个，可根据调查，目前已建或正在建的不到任务的 80%；养老服

务项目单一。还停留在就餐或简单的娱乐服务，日间照料、医疗

康复、精神慰藉等综合服务内容难以提供。专业场地利用率低。

近年来，随着各村（居）便民服务中心新建改造，每个村（居）

至少都建起了一所日间照料中心，基本覆盖了 100%的村（居）。

但此次调查了解到，好几个镇、街道日间照料中心空置率高达

90%。探望陪老意识淡化。父母养育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子女

的责任。但在实际中，子女迫于生计长年在外务工，子女定期探

望老人时间间隔较长。部分村镇调查显示：一个季度、半年、一年、

一年以上探望一次老人的占8%、30%、50%、12%，如此少的陪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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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型”“储蓄型”和“市场型”相结合的互助养老模式亟需推进。

惠老政策落地不畅。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当前和未来较长时间

内的基本国情，与此相伴生的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考验着政府规

划养老的能力，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养老惠老政

策，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很多误区和执行障碍。比如在如何

将资金、项目整合到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养老服务体系完善中就

存在一定的阻力，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机制，打通政策执行中的堵

点、畅通资金拨付渠道。如许市镇横山岭村设有两个长者食堂，

经多方筹措改造运营资金以及民政部门安排的专项资金，已经到

镇财政所帐上挂了近 3 年时间，却难以真正将这笔养老惠老资金

落到实处。

四、对策与建议

完善顶层架构，推动农村养老可持续发展。将应对人口老龄

化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管、社

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将养老融入所有政策，压实牵头部门责任，

及时推介“党建红引领夕阳红”“互助式养老”等行之有效的管

理模式和志愿服务模式，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年度绩效

考评和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把建设成效作为推进基层社会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农村养老服务立法，作为县

区一级虽然没有立法权，但要为上级人大立法提供第一手资料和

最基层老百姓的呼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

加强规划统筹，构建全方位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一是要推进

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升级。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投入，推动公共

服务资源向农村养老服务倾斜。整合日间照料中心、便民服务中



7

心老年活动室、医务室等公共用房和农村闲置民房等资源，加强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扩大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覆盖面。

二是要完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功能。把服务重心放在生活照料、

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等农村老年人最基本、最迫切、最需要的居

家养老服务上，提升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保障能力。三是要倡导农

村“邻里互助”养老。采取社会捐赠、老人自筹、村民互助等方

式举办农村幸福院和养老院，推行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独居、

空巢老人提供家庭互助式居家养老服务，构建农村养老帮扶互助

机制，精准补足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短板，营造农村敬老爱老社会

氛围。

创新服务平台，总结推广农村养老服务新模式。一是鼓励有

爱心的餐饮企业，积极为辖区老年人开设老年餐桌，与“百岁之

家”享受同等政策补贴；二是推介“人大代表+点式养老”等互

助式养老服务模式，鼓励设立养老基金，积极吸纳爱心企业和社

会爱心人士捐款捐物；三是建立居家养老巡访关爱机制，通过“社

区+邻里+志愿者+医生”相结合的方式，为特困老人提供身心关

爱服务，如送餐、助洁、助医、助购等服务；四是设立农村养老

专户。以镇（街道、场）为主体，注册成立农村公益养老机构或

老年协会，镇（街道、场）经管站设农村养老专户，所有政策性

拨款和社会捐赠均通过此账户，一方面减少村（居）财务压力，

一方面便于资金物资监管，这样既畅通资金拨付渠道，又防范体

外运行，确保政策资金和捐赠款物的有效合理合法使用。

（君山区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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