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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龄化已成为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人口发展趋势。随着我国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青壮年

劳动力外出务工，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渐被打破，同时农村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功能发挥

有限，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逐渐制约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了解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保障

和养老现状，促进我国养老体系进一步完善，选取安徽省砀山县C村为案例地，运用问卷法、访谈法和

实地调研法分析该地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养老现状。研究发现当前C村农村养老服务存在子女养老支持

减少，家庭养老功能减弱；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社区养老发展滞后；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机构养老质量

偏低等问题。针对C村留守老人现存的养老问题，结合C村实际情况，提出弘扬孝道文化，支持家庭承担

养老功能；创新养老模式，发展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增加财政补贴，推动养老机构提质增效三个层面的

对策建议，以期促进该地区养老服务供给多元化、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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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eing has become a common demographic trend faced by human society.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urbanisation and population ageing, due to factors such as young and middle-aged la-
bourers going out to work, the traditional family pension model is gradually broken, while the ru-
ral community pension, home pension, institutional pension function is limited to play, the rural 
left-behind old people’s old age problem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nstraint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hina’s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life 
security and pension status quo, to promote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China’s pension system, 
select Dangshan County, Anhui Province, C village as a case study, use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field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s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social 
pens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urrent rural pension service in C village has problems such as 
the reduction of children’s pension support and the weakening of family pension function; wea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lagging behi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ension; insuffi-
cient supply of pension service and low quality of institutional pension.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ension problems of the left-behind elderly in C village, the study proposes three levels of coun-
termeasures to promote filial piety culture and support families to assume the function of old-age 
care; to innovate the pension mode and develop rural community pension services; and to in-
crease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ension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supply of old-age care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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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提出的划分标准和维也纳老年问题世界大会讨论结

果，确定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10%，或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达到 7%，意味着

该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社会[1]。结合以上指标以及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00 年，我国已经迈入人口老

龄化社会，同时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 205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上升为 36.5%，65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上升为 26%，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继续加深并呈现“高原”趋势，随之而来的

养老问题令人担忧[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 [3]，我国

已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迈向中度老龄化社会[4]。在可预见的未来，整个中国尤其是农村社会将面临着巨大

的养老压力，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任务艰巨。费孝通先生将赡养老人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概括为“养

儿防老”，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反馈模式”[5]。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劳动力大规模

的乡城流动颠覆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传统伦理，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日益显著。《中国

家庭发展报告 2015》指出，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常规模式，人口流动使得家庭在教

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等方面的功能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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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问题已成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焦点，备受各界关注，国家和各省市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

在 2013 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国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确立为“一项国家的长期战

略任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将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在国家“十

四五”规划中，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养老。从“长期战略任务”到“行动”，再到“国

家战略”，可见党中央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式愈发严峻的重视程度，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 35 号)，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 年)、城乡社区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 年)，并对农村养老服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提出养老资源要

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农村

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市人口老龄化，但农村养老条件与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并且存在“四大

皆空”的现象，包括家庭空巢、社区空心、政策空缺和生活空洞[6]。在养老服务上，农村留守老人的养

老问题日渐严峻。一方面，农村留守老人数量众多，现有数据显示，农村留守老人的人口规模达 1.4 亿[7]；
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并进的步伐下，农村留守老人的家庭养老模式日渐式微，养老困境凸显。

如何解决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养老问题已是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对农村

留守老人所处的养老环境、现状及其养老模式选择问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的现实关照和学术旨向。然而

从目前研究来看，学者们热衷于对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进行研究，而对中部地区的研究相对不

足。为了对广大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养老现状有一个更清晰、全面的了解，笔者依托安徽省砀山县 C 村为

案例地进行调查分析，探究其农村养老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对策，以期完善当前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体系。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选取 

自 1998 年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安徽省委省政府就日益重视老龄化工作，由于农村地区老

龄问题较复杂，有效破解农村养老问题就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点与难点。《安徽省老龄事业发

展状况报告(2016)》指出，从 2046 年开始，安徽省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这一时间比全国平均水平提

前了 5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安徽省常住人口为 6102.7 万人，其

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146.9 万人，占 18.79%，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915.9 万人，占 15.01%。与第六次人

口普查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3.78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78 个百分点，

且全省老年人中近八成在农村地区[8]。随着老龄人口比重上升，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安徽省仍

将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养老服务供需之间矛盾加剧，统筹发展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业，构建有

安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不仅是安徽养老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也关系着数百万农

村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幸福，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建设美好安徽也具有重要

意义[9]。安徽省作为“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人口大省，老龄化发展表现出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特

点，这也为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化、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和窗口期。由于安徽省长期属于经

济欠发达地区，城乡发展不均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安徽省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将持续面临着诸多

问题与挑战。结合对安徽省人口背景和养老服务情况的分析，本次研究选取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 C 村为

具体调研地点。C 村为笔者的家乡，具有一定地缘和亲缘支持，易于进入调研和获取资料，且与当地留

守老年人交流沟通有一定优势，能更加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通过对 C 村农村留守老年人的生活保

障和养老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借鉴意义的对策建

议，希望能对 C 村养老服务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丰富安徽省养老服务问题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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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实地调研情况，在本研究中笔者将农村留守老人定义为户籍在农村地区，

子女(全部子女)长期(通常指半年以上)在异地工作或在外定居而留守在农村地区的 60 周岁及以上年龄的

老人。本次研究对象为 C 村辖区内的农村留守老人，为了解其养老状况，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

和田野调查法进行研究。首先针对农村留守老人设计了相关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受

访者的基本情况、养老服务现状和养老服务需求。考虑到农村留守老人的语言、文化和身体状况的独特

性，在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多采用问答形式进行；为清楚把握 C 村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基本情况和文

件资料，针对砀山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和 C 村敬老院负责人设计了访谈提纲。并在砀山县人民政府官网与

砀山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以电话访谈的形式对砀山县 C 村留守老人数量、老年人生活补贴、养

老服务建设、养老政策文件发布等问题进行提问和挖掘；2023 年 6 月，笔者前往 C 村敬老院进行实地调

研，了解该敬老院的运营和发展情况，并实地观察了敬老院的居住环境，最后与居住在其中的老年人进

行聊天和交流，了解其生活情况和养老诉求。 

2.3. 调查样本分析 

本次研究有效调查和访谈了 6 位农村留守老人，其中女性 4 人，男性 2 人。从自理能力来看，6 名

老人生活均可自理；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他们的文化程度多处于小学及以下水平，其中男性老人文化水

平高于女性老人；根据年龄段分组，可将本次走访调研的农村留守老人分成 3组，包括低龄留守老人(60~69
岁)、中龄留守老人(70~79 岁)、高龄留守老人(80~90 岁)，其中低龄留守老人 2 名、中龄留守老人 2 名、

高龄留守老人 2 名；从子女情况来看，这些留守老人的子女多在外省务工或在当地县城工作，即使有个

别子女在家务工，也多与子女分居而住；从享受社会保障情况来看，这些农村留守老人基本都享受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新农合、新农保等。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spondent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婚姻

状况 
子女个数 

(个) 居住情况 年收入情况 
(元/年) 经济来源 享受过何种社会保障 

01 女 81 丧偶 4 独居 5001~1万元 低保 
家庭供养 

低保 
新农合 
新农保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高龄津贴 

02 男 72 已婚 
1 

(1 子去世) 与配偶同住 1 万元以上 农业生产 
政府补贴 

新农合 
新农保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计划生育特扶 

03 女 75 已婚 
1 

(1 子去世) 与配偶同住 1 万元以上 农业生产 
政府补贴 

新农合 
新农保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计划生育特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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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04 女 89 丧偶 3 独居 5001~1万元 低保 
家庭供养 

低保 
新农合 
新农保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高龄津贴 

05 女 67 已婚 
3 

(1 女残疾) 与配偶同住 1 万元以上 
农业生产 
政府补贴 
家庭供养 

低保 
新农合 
新农保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残疾人护理补贴 

06 男 69 已婚 
3 

(1 女残疾) 与配偶同住 1 万元以上 
农业生产 
政府补贴 
家庭供养 

低保 
新农合 
新农保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残疾人护理补贴 

3. C 村留守老人的养老现状 

3.1. 传统家庭养老为基础 

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也是农村养老的主要形式，安徽农村老人受“养儿防老”的传统

思想观念影响较大，普遍以家庭养老为主，对子女供养寄予厚望，同时认为有儿有女入住养老院是件丢

人的事[10]。C 村现有留守老人 401 人，现有敬老院一家，供养老人的数量仅为 21 人。通过走访调查可

以发现，家庭养老仍然是 C 村大多数老年人选择的、最普遍的养老服务方式。从子女外出务工视角来看，

C 村受访老人几乎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但子女外出比例大，外出务工时间基本都在半年以上，虽然不

能每日照顾、陪伴老人，但会给老人提供经济支持，这也是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砀山

县农村地区，按照当地风俗，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一般由儿子具体负责，女儿会在逢年过节进行探望，但

因多数子女都在外务工的现实情况，家庭成员在养老服务中的缺席逐渐导致家庭养老变成了自我养老。 
受访者 03，今年 75 岁，有一子因病去世，现在和老伴一同居住，经济状况一般，主要经济来源于

务农和政府计划生育特扶补贴，她讲述：“现在生活也能顾得了自己，就不想去敬老院，现在去敬老院

的基本都是那些没有儿女、没有老伴、无人照顾的，村西头现在就有一个 80 多岁这种情况入住 C 村敬老

院的老头，后来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又被转送到县里的敬老院了。”可见，即使无儿女照料，但具

备基本生活的自理能力，这种情况下老人仍然会选择在家独居或与老伴同住，从而依托家庭和土地进行

养老，而不去入住敬老院，传统家庭是 C 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基础。 

3.2. 村级养老服务站为保障 

从 2017 年开始，C 村重视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县政府将养老物资发放给村委会，各行政村依托党群

服务中心，已全面完成村级养老服务站建设任务，并适时开展服务，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一个休闲活动

场所，但不提供食宿，日常生活中直接由村干部负责为村里留守老人提供帮助。为贯彻落实省市县暖民

心行动工作要求，着力破解老年人吃饭难题。2022 年，砀山县开始实施老年助餐服务行动，建设了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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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食堂，基本能够满足本辖区内留守老年人的就餐需求。在乡村公共文化供给方面，C 村文化站依靠

村级养老服务站，为自然村内的农村留守老年人提供文化娱乐服务，包括电影放映(平均一月一次)、豫剧

戏团下乡(平均半年一次)以及节日举办文艺汇演等。 
受访老人 04 表示：“对于文化娱乐服务肯定是需要的，老年人都喜欢听大戏，现在村里提供的文化

服务远远不够，平时放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忙着干农活也没啥人去看，我们老年人也看不懂电影，也就谁

家红白事吹喇叭能听听玩玩。” 

3.3. 公办民营养老机构为兜底 

C 村现有 1 所养老机构在满足辖区内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的基础上，也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为

辖区内无人照料的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兜底功能。截至 2023 年 6 月，敬老院入院人数 21 人，其中身体能

够自理老年人 11 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10 人，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通常被转送到砀山县敬老

院；其中五保户 20 人，社会老人 1 人(男性老人，儿子去世，儿媳生病无法赡养老人)。C 村敬老院由县

政府主办，于 2006 开始建设，2008 年投入使用，为镇民政局下属单位，与镇卫生院同级，主要财政资

金来源于政府，政府每月为居住在其中的老人提供 820 元的生活补贴。2019 年，该养老院被社会养老机

构承包，性质转为公办民营敬老院。现有普通床位 70 张，护理型床位数 30 张，服务人员 5 人，持有护

理员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5 人，最多可接收 100 名老人。康复设备包括健身拉环、健身双杠、三位扭腰

器、上肢牵引器、倒立器等。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服务、饮食服务、卫生清理服务、洗涤服务、医

疗护理服务等基础性服务。在收费标准方面，镇域内的五保老人入住免费，其它社会老人入住按自理能

力级别收费：自理 1000 元/月、轻度失能 1200 元/月、中度失能 1600 元/月、重度失能 2000 元/月。 

4. C 村留守老年人的养老困境 

4.1. 子女养老支持减少，家庭养老功能减弱 

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供给模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当前农村老年人首选的养老模式，其情

感方面的影响是其他养老供给模式无法替代的。但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家庭养老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

盾日益凸显。首先，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在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的影响下，仅靠自己劳动能获得的经

济收入越来越少，导致现在农村老年人越来越指望子女供养和家庭养老，农村子女的养老压力逐渐加重，

呈现了农村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且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的现象。其次，随着我国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C 村大量青壮年人口外流，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当地人

口的年龄结构，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农村家庭的规模和结构呈现“核心化”的趋势发展，这也

使得“空巢老人”“孤老家庭”增多，家庭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下降，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受到冲击。最

后，子女本该是家庭养老中的主力军，但伴随着子女结婚、独立门户，更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照顾老人，

目前 C 村的农村留守老人主要照料者是自己和老伴。部分子女家庭生活条件不好，甚至难以为老年父母

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再加上一些子女赡养父母的责任心不强、道德意识下降、孝悌之心淡化，在供养

老人上互相推诿，农村留守老人家庭养老供养保障不足。在人口大规模乡城流动的背景下，孝道的衰落

是现实，但远非事实的全部。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表面上是外出子女对赡养老人义务的逃避，但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城市发展的代价对留守老人的转嫁[10]。在很多情况下，外出务工背后是一种“经济

力量的无声强制”，是不得已的非自由选择。 

4.2. 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社区养老发展滞后 

社区养老服务是一种让老人在自己家中、在社区中享受到生活照顾的服务方式，既能适应老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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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习惯，又能满足老人的心理需要，也能帮助老人安享晚年。虽然上级政府制定了建设村级养老服务站

的政策文件，但在实地调查中发现 C 村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实施尚有不足。C 村部分老年人活动中心基

本上都被设立在村委会办公地点旁，但老年活动中心日常基本是关闭状态，房间内设施设备有限，只有

几张桌子椅子和电视机。同时，部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一片空白，子女不在身边，缺乏精神慰藉，加上

文化程度低、居住分散、行动不便，C 村的农村留守老人很少能自主开发娱乐活动。而目前村镇级基础

设施建设薄弱，文化娱乐活动少，C 村老年人精神生活方面很匮乏。农村没有娱乐活动的主要原因是缺

乏足够的资金和组织者，目前老年人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娱乐活动的形式、内容单一。由

于缺乏资金保障和专业人员，目前以社区为基础的养老服务模式在农村地区很难真正实施，大多数村镇

在发展社区老年人养老服务方面存在差距。 

4.3. 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机构养老质量偏低 

根据调查得知，C 村辖区内的唯一的一家敬老院提供的养老服务主要是满足老年人生存需求的饮食

和卫生清洁等最基本的生活起居，例如洗衣服、叠被子、剪指甲、洗澡、餐饮等，服务内容比较单一、

质量偏低，同时由于目前 C 村农村留守老人居住相对分散，养老服务供给难成规模，再加上农村老人收

入水平普遍偏低、养老观念落后，对于收费养老服务需求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养老机构的发展。

一方面，目前 C 村敬老院工作人员配比严重短缺，仅有 5 名工作人员。敬老院的院长由政府进行任命，

一般是退休的村干部，其他工作人员则由院长自行安排或是村干部的亲属或是邻近村庄的人员，护理人

员普遍文化水平偏低，很难提供心理纾解服务、精神开导服务、康复护理服务、安宁疗护服务等专业性

的服务，尤其是护理人员在照护生病或残疾、失能的老年人时，严重缺乏专业知识，由于缺少专业护理

人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C 村敬老院养老服务的质量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由于财政资金不足，

敬老院养老服务水平较低。目前 C 村敬老院日常生活设施简陋，养老设备配置不齐全，护理型床位不足、

部分普通床位处于闲置状态，看电视几乎是全部在院老年人的唯一娱乐活动，这大大增加了老年人的精

神孤独和空虚感在调研中发现 C 村敬老院并不提供电视，电视多是由老人自行购买。从资金来源上看，

敬老院的建设与运营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付，其他来源少，财政资金的不足更加难以保证养老服务的质

量。在访谈中，C 村敬老院院长表示：“在敬老院被私人承包之前，C 村团委过年时会给每个老人 500
元的补贴，还送了米、面、油、挂面，也有学校组织志愿者来服务敬老院，但承包之后就没有了。” 

5. 完善 C 村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5.1. 弘扬孝道文化，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增强家庭养老服务供给是多元化养

老服务供给网络体系中别的供给主体无法代替的重要环节，只有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才是完整而健全的。首先，考虑到当前 C 村大量农村子女外出务工而不能留在老人身边尽其赡养义务的

现实情况，最重要的就是提高 C 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冲破子女与老人空间隔断的障碍，实现子女在老人

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供给自由。其次，要增强家庭的养老服务供给能力，C 村政府要向农村年轻人大

力宣传孝亲敬老文化，倡导尊老爱老敬老之风。把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列为公民道德建设、村规民约的重

要内容，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宣传教育，让孝亲敬老成为公民素养和社会风尚。可以建立

奖惩机制，强化子女责任。建立有效政策机制，教育、引导子女承担起家庭养老职责，在物质支持、生

活照料和精神慰籍方面尽到赡养职责。村委会可以对尽孝家庭进行表彰、对不孝子女通过乡风村规民约

等软性约束，还可以约谈子女，让老人和子女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养老协议等。最后，县政府民政局

部门应制定一定支持政策，例如推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开展家庭养老床位试点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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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税收减免、与老人同住买房减税或给予一定居家补贴等方式，鼓励家庭承担养老功能，逐步

使赡养照顾老人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5.2. 创新养老模式，发展农村社区养老服务 

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农村养老社区化是一种符合我国农村社会养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养老模式，

农村养老要以社区为平台，强化社区建设，推动社区的发展。目前 C 村社区养老依托村级养老服务站开

展工作，养老服务质量水平低、模式较落后。辖区内群众对社区养老了解程度低是 C 村社区养老发展滞

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当务之急是增加社区养老服务的宣传，让群众了解社区养老服务既能满足老年

人日常照料、医疗卫生、精神慰藉等多方面养老需求，又可以满足老年人不愿意离开家的心理需求。 
一方面，要加大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宣传力度，对社区养老的优势进行广泛宣传。通过村级公开栏、

宣传条幅、发放宣传手册、开展健康讲座、健康义诊等方式，对社区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和模式进行宣

传，使更多老年人领会政策精神，对社区养老模式有更加清晰的概念，更加合理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

模式。同时，也转变各养老服务主体的观念，推进 C 村社区养老工作纵深发展。比如，个人养老观念的

转变，逐渐打破“养儿防老”的陈旧观念，使农村留守老人更加深入地理解了社区养老社会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要创新 C 村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积极探索农村社区互助式养老服务。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符

合农村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传统文化与习俗，融合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优势，方便集中提供服务，成

本低、老人负担得起，而且实现了就地养老，不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积极探索农

村社区互助式养老模式，如河北省农村的“幸福互助院”，取得较好效果。目前安徽已有一些乡村进行

试点，重点可探索以下模式：一是以老人自愿为前提，将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空巢独居老人的自有住

宅改造成为小型幸福院，由村委会组织、委派专人提供做饭等基本服务，或者老人们互相帮扶、互相照

顾，抱团取暖。最后，C 村政府也可以通过结合行政政策、经济措施方面进行激励的方式，鼓舞社会组

织、志愿者积极参加到养老服务行动中来，鼓励社会力量在农村社区举办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老年餐桌等养老服务机构，从而实现社区养老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精神慰藉、医疗康复

等功能更加齐全、内容更加丰富。 

5.3. 增加财政补贴，推动养老机构提质增效 

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体系，不能单单依靠政府的政策举措，也不是简单的

整合社会力量。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不仅要发挥政府在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作用，

也要融合村民、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多方力量。充足、高质量、低成本的养老机构依然是我国

农村养老服务的薄弱环节，目前 C 村敬老院由社会养老机构代管，以“五保”老人为服务对象，缺乏财

政资金来源并且管理体系松散，在敬老院规模以及服务水平等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通过与

C 村敬老院院长进行访谈，笔者了解到目前砀山县内的公办养老院都由信德连锁养老机构所承包，实现

了一家垄断，而这并不利于该地机构养老服务的发展。推动 C 村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提升，首先要大力

发展社会办养老机构，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引进一批在业内具有

一定知名度的养老服务机构或企业，进行品牌化、连锁化、专业化运营。鼓励内设医疗服务的农村养老

机构、社区服务中心与城区有实力的医疗机构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提供“互联网+医疗+养老”服务。其

次，要继续实施农村特困供养机构改造提升工程。县政府应适度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对已建成并投

入运营的养老机构根据实际入住的人数给予运营补贴，不断改善敬老院内硬件设施配置，进一步提高护

理型床位占比，提升服务人员专业素质，丰富服务内容。可以学习借鉴亳州市农村医养结合做法，将医

疗资源与养老资源有效结合，增强长期照护和医疗服务保障能力，切实把农村特困供养机构转型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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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农村养老服务中心。最后，可以借鉴已有公办民营机构经验，深化改革，利用社会力量为公办养老机

构注入活力，促进其社会化、专业化发展。鼓励公办养老机构、民办养老机构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面向

社会开展养老服务，充分利用闲置养老资源，解决“没人住、住不满”的问题。 

6. 结语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在积极老龄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是我国必

须面对的重要社会问题，现阶段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仍然面临供给主体缺失、供给内容质量低等很多现实

困难。在皖北农村地区，由于政府财政资金有限，只能为留守老人和特殊困难群体提供最基础的养老服

务，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遥不可及。传统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地区留守老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但

外出务工子女尽孝的能力因时空的阻隔、自身家庭再生产的困境等原因而受到了削弱，家庭养老功能弱

化。在留守老人养老问题背后，所体现的不仅是代际资源分配的不公，更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

面的结构不平等。通过分析 C 村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弘扬孝道文化，支持家庭承

担养老功能；创新养老模式，发展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增加财政补贴，推动养老机构提质增效三个方面

提出对策建议，希望能有助化解当前 C 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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