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4, 11(1), 203-210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1029   

文章引用: 王泽舟. 随迁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J]. 老龄化研究, 2024, 11(1): 203-210.  
DOI: 10.12677/ar.2024.111029 

 
 

随迁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基于绍兴市D社区的调查 

王泽舟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社会工作系，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4年1月16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23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9日 

 
 

 
摘  要 

当前我国的老龄化趋势愈加严重，老年人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解决养老问题迫在眉睫，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模式应运而生，成为当前的主流模式。在社会迅速发展的当下，许多老年人会作为随迁人口和他们

的子女一起涌入城市。这些老人在帮助子女分担生活压力的同时，兼顾自己的养老生活，但是他们的需

求容易被忽视，身处异地，身心的双重漂泊使得他们更需要针对性的养老服务。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还

处于发展阶段，缺少实践和经验的借鉴。文章调查了绍兴市D社区随迁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分

析了他们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对完善居家养老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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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aging trend in Chin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are more diversified.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lderly care, and the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 mode emerged at a historic moment and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mode at present. No-
waday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many elderly people will flock to the cities together 
with their children as migrants. These elderly people take care of their own pension life while help-
ing their children share the pressure of life, but their needs are easy to be ignored. In different plac-
es, the double mobility of body and mind makes them more in need of targeted pension services. At 
present,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 is still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lacks practice and expe-
rience for refere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ome care service for the ac-
companying elderly in D community of Shaoxing city, analyzes their problems in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
prove the home ca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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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趋势加剧，养老事业面临巨大压力与挑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2.64亿，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91亿，分别占总人口的 18.7%和 13.50% [1]。
可知，老年人口数量占比之大，这也导致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加重。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养老

需求不断增加。尽管不少老年人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但大多数年轻人由于工作繁忙或是需要照

顾子女，没有过多精力去照顾老人，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已不再适用。机构养老发展了一段时间，由于

时常面临机构床位有限、价格昂贵，抑或是老人受限于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等，始终无法被社会广泛认

同。因此，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需要一种适合我国的主流养老模式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养老压力，迎接我国

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的挑战。 
社区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不仅囊括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势，还能弥补两者的

欠缺之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缓解了老人子女的压力，同时使老年人仍然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有

自己熟悉的朋友，且收费远低于机构养老收费等因素，深受老年人的欢迎。但是这种模式存在诸多问题，

如居家养老服务资金不足、日间活动单一无法满足老年人需求等。因此，要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产业，

为老年人提供适配的养老服务，必须结合老年人的需求，深入分析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现状及存在的

若干问题。 
绍兴作为新二线城市，近年来吸引着众多年轻人扎根发展。D 社区位于绍兴市轻纺城附近，笔者在

居委会工作人员处了解，该社区外来打工者居多，且外来打工的青壮年占比最大。一些人在绍兴成家立

业，便无法回家乡赡养父母。也有不少父母会迁就子女，离开家乡来到绍兴照顾子女，为子女分担生活

压力的同时，兼顾自己的养老生活。在大城市中，这一现象并不少见。然而，由于失去原有的社交网络，

随迁老人与本地老人存在语言不通等问题，这些老人常常难以融入社区活动，也很少结交到老年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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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他们心理存在落差，时常因为自己外乡人的身份而自卑，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因此，本文通过总

结绍兴市 D 社区随迁老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现状，分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

和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对策建议。 

2. 研究方法与概念分析 

(一) 研究方法 
本文以绍兴市 D 社区为例，根据社区居委会提供的随迁老人名单，对居住较集中的 95 名随迁老人

进行走访，发放相关调查问卷，并根据访谈提纲对随迁老人进行提问，记录相关信息。问卷及访谈的内

容包括随迁老人基本信息、养老需求、养老现状三部分。考虑到部分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且年龄较大，

不能独自完成问卷，笔者通过口头询问问卷问题的方式代为填写，共回收有效问卷 86 份。 
本文将整理分析问卷调查相关数据信息以及访谈记录，并结合走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所得资料，

研究随迁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分析目前 D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的对策

建议。 
(二) 概念分析 
1)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社区作为平台，以专业化服务作为依托，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健康、生活照料、

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养老服务[2]。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的

补充与更新，是我国发展社区服务，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社区为平

台，融合多方资源，既能让老人享受到家人的陪伴，保留自己的居家生活习惯，在熟悉的环境进行养老，

也可以得到社区或者专业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政

府在社会养老方面的压力。 
2) 随迁老人 
“随迁老人”是指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为了养老和照顾子女孙辈而迁移到城市的农村户籍老年人

[3]。这些老人跟随子女来到城市，他们大多是为了孙辈，减轻子女的生活压力，同时间接地在子女所在

城市养老。远离家乡的老人由于与迁入地居民语言不通、与子女存在生活习惯差异、人际关系疏离等原

因，对迁入地的城市生活会产生不适应等现象。 

3. D 社区随迁老人基本情况及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现状 

(一) 随迁老人基本状况 
从总体上看，本次问卷调查的随迁老人中，女性老人和男性老人占比相当，他们的年龄大部分集中

在 60~75 岁，身体状况尚可。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随迁老人都来自农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在收

入来源方面，将近一半的老人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满足自己的日常开支。当问到老人们的迁入年

长时，几乎所有的老人表示已经在绍兴居住超过 2 年，在此居住时长最久的 31 位老人已经在绍兴居住

10 多年之久。很多随迁老人表示，他们离开家乡，随子女来到绍兴是为了帮助子女照顾小孩，分担子女

的压力。 
(二) D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现状 
1) D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情况 
在前期走访过程中，笔者从居委会工作人员处了解到，D 社区会给社区中的老人们提供居家养老服

务，但是历年来都由第三方社工机构提供服务，且至今已经更换了三家社工机构，服务效果一般。笔者

了解到，目前 D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并不完善，由于资金、场地租用等问题，居家养老服务的活动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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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开展次数不多，大多老人仅仅是在社区棋牌室消磨时间。从问卷中可知，绝大多数随迁老人对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并不了解，对社区活动开展的情况也不清楚。有一半以上的随迁老人表示，如果社区举办活

动，他们都愿意去参加。分析访谈记录可知，约有一半的随迁老人对 D 社区目前提供的养老服务不太满

意，他们表示社区并未针对性地给老人们提供养老活动，且由于对社区内的本地老人不熟，他们很少

第一时间接收到活动信息，参与活动的体验感不佳。总体来看，D 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并未切实落地，

社区没有提供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由此可知，D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推广普及率低，存在很大的提

升空间。 
2) 随迁老人社区居家养老需求现状 
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日常照料的需求就会越迫切。本次调查中，随迁老人多数为低龄老

人，故而对日常照料类的服务需求都不大，问卷中涉及需求调查的选项有老年食堂、社区医院、上门服

务、代办事务、日托或短托等，统计的数据显示老人最需要的为老年食堂和社区医院，有半数以上的随

迁老人都选择了这两个需求。在访谈时，不少随迁老人提到他们都有一些基础老年病，需要定期配药复

查，但他们从农村过来，对绍兴市区医院不熟，也担心去大医院会花很多钱，所以希望能够在社区医院

或是附近的小诊所看病。 
问卷中也设计了精神方面需求的满足选项，包括心理咨询的需求、希望子女陪伴的需求、参与社区

娱乐活动的需求等。当问到是否需要心理咨询时，随迁老人都表示不需要，很多老人都有些避讳心理咨

询，故而没有表明有这一方面的需求。部分随迁老人希望参与到社区活动中，一方面希望自己可以结交

到老年伙伴，另一方面是想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丰富自身的精神生活。当问到是否需要子女陪伴时，

大多数老人都提到虽然自己希望得到子女更多的陪伴，但考虑到他们工作忙，不想占用他们的时间。由

此可以看出，随迁老人对于日常照顾的需求不高，但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满足有强烈的追求。 

4. 随迁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所存在的问题 

结合 D 社区随迁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现状，本文将从个人、家庭、社区这三个层面来分析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所存在的问题。首先，随迁老人因自身生理、心理方面原因，无法适应新环境，社区融入

相对困难。其次，在家庭层面，由于子女忙于工作，对随迁老人的关心较少，对他们的存在价值也会有

所忽视。最后，从社区层面看，社区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并不十分重视，配套的养老服务设施不够完善，

难以为老人们提供全面精准的服务，加之专业人才队伍力量薄弱等原因，社区随迁老人的精神需求无法

被满足。具体分析如下。 
(一) 个人层面：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差，无法快速融入社区生活 
在生理方面，老年人由于年纪较大，对事物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都会降低。跟随子女来到新的城市，

随迁老人们很难改变自己的固有思维和想法，通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新环境。在心理方面，

随迁老人们都有着自身漫长的社会经历，在这段经历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经验，也形成了自

己的处世习惯，当这些经验无法适应新的客观环境的时候，老人往往都会表现出抗拒，不愿意接受新鲜

事物。 
根据问卷结果和访谈内容，随迁老人的年龄大多是 60~70 岁之间，由于生理心理双重的原因，他们

无法快速适应新环境，因此在生活中也会出现许多问题。在访谈中，有不少老人提到因为语言不通，他

们无法与小区里的本地居民顺畅地交流，这也导致他们无法融入本地老人的社交圈。还有部分老人表示，

他们只会说家乡方言，不会说普通话，加之听不懂绍兴本地话，使得他们出门办事有诸多不便，久而久

之，他们空闲时就待在家中，不愿意出门参与到社区活动，没有社会参与使得他们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体验感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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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层面：随迁老人缺乏子女陪伴，缺乏家庭支持 
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城市吸引了年轻人，

在新城市立足，尤其需要稳定可靠的家庭支撑。而随迁老人则充当了为子女的小家庭默默付出的角色。

根据问卷和访谈结果可知，随迁老人的子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且一家的重心都在孙辈身上，导致老人

被冷落、忽视。很多随迁老人认为自己缺乏子女关心，但表示能够理解子女。分析问卷可以了解到，大

多数随迁老人的孙辈都处于上学阶段，除了负责接送孙辈上下学，他们还要承担日常家务，对家庭默默

奉献，他们认为这是作为父母应该要做的事，自我价值认同低，存在感也不强。在访谈中，大部分老人

都希望子女或是周围其他人能够陪自己聊天解闷，在支撑家庭的同时，他们想要享受自己的养老生活。

此外，也有一些老人提到，身处异乡，他们时常感到孤独，缺少子女或是同龄人的陪伴，使得他们缺乏

精神关怀。 
(三) 社区层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不到位，配套设施不完善 
1) 养老服务配套设施不完善 
根据前期调研可知，D 社区有一个活动中心，但里面的配套设施不全，且第三方社工机构并非每天

都在活动中心开展养老服务活动，无法满足老人的需求。D 社区中没有护理床位，没有老年食堂。之前

有过的社区卫生室也因为疫情原因撤离，使得老人们就医不便。活动中心虽有健身器材，但年久失修，

存在安全隐患，很少有老人使用。配套设施不完善，就难以为老人提供无微不至的养老服务，故而社区

里随迁老人的日常照料和医疗保健需求并未得到满足。 
2) 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短缺 
目前 D 社区是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外包给第三方社工机构，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社区与社工

机构的合同到期，就会带来许多问题。其一，原有社工机构会将服务期间收集到的老年人的信息带走，

导致新入驻的社工机构需要重新收集老年人数据，给养老服务带来不便。其二，随迁老人们需要熟悉新

来的社工，老人与社工建立关系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如果未能建立良好的关系，则会降低老人居家养老

服务的体验感和幸福感，阻滞社工工作开展的效率。 
总的来说，由于养老服务行业具有跨领域、多元化的特点，对工作人员也有较高的要求。就 D 社区

而言，一方面现有的社区工作人员缺乏系统的培训机会，只能从平时的工作中积累经验，但是没有科学

的理论支持，同时专业技能提升的机会少，不利于工作人员的发展，也不利于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精准

服务。另一方面社区的资金条件有限，无法提供更好的待遇，而养老服务压力大，工作任务重，薪资与

劳动不匹配，导致养老服务专业人才流失加剧，这也是社区缺少专业人才的一大原因。 
3)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宣传不到位，服务缺乏专业性 
绝大多数随迁老人都愿意参加社区活动，但是有许多老人不知道社区会在何时开展活动，社区的信

息宣传工作不到位，影响了老人的参与度。有部分随迁老人表示，社区的很多养老服务活动都是在微信

公众号里发布的，但是他们没有智能手机，就无法获得这些消息，加之他们与社区其他老年人的交流不

多，因此也就失去了参与机会。 
部分居住年份较长的随迁老人提到 D 社区的养老服务活动形式单一，没有创新，这降低了他们的参

与热情和兴趣。而第三方社工机构对养老服务活动的开展多为形式化，流于表面，没有切实考虑到随迁

老人们的需求，这也使得老人们的参与度不高。社工对老年人服务积极性差，不能正确认识到为老人开

展和加强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性，为居家老人提供服务的意识不够，也就无法为老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此外，笔者就“是否会给社区随迁老人们提供针对性的社区融入服务”这一问题，采访了社工机构

的工作人员，得到了否定答案。社工机构未对刚进入社区的随迁老人提供适应环境的相关服务，也未对

这些老人刚入社区时的状况进行评估，这明显缺乏专业性，不利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开展。随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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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是为了照顾孙辈居住下来，送完孙辈上学后，就会有较多空闲时间，很多老人时常通过看电视、在

小区内散步来打发时间，与其他老人接触的机会不多。 
4) 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不完善，有效资源利用率低 
仅仅依靠社区自身的服务能力很有限，而社区内养老服务的有效资源利用率低，加之社区工作人员

未能链接更多外部资源，更是无法满足随迁老人日益多元化的养老需求。D 社区位于工业园区附近，有

丰富的志愿者资源。尽管有企业志愿者会来社区做志愿活动，为老人们提供助老活动，但几乎每次来的

志愿者并不固定，社区和第三方社工机构没有建立好助老服务的志愿者名单库，一方面导致志愿者参与

存在惰性，另一方面随迁老人本就对所处环境不适应，又需要不断地去适应不同的志愿者，这导致他们

无法敞开心扉，活动体验感下降。 
D 社区对于第三方社工机构的服务监管不到位，未设定相关服务标准，导致第三方机构未能达成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预期效果。此外，街道领导检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践成果时，常常只能查看纸质台

账，未能在电子信息系统里实时查看社区助老活动的视频资料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增加社区工作人员

和第三方社工机构的工作惰性。缺少智慧化养老系统，同样也难以支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健康快速

发展。 

5. 随迁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策建议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增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也日益多元。为了满足随迁老人的需求，D 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也应该不断优化服务。随迁老人的居家

养老存在上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以下是针对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提出

的一些对策建议。 
(一) 个人层面：为随迁老人赋能，帮助老人适应环境 
来到新环境的老人存在语言交流障碍，使得他们难以与本地居民快速建立良好关系，同时他们也无

法较快跟上年轻人的生活习惯，这难免对随迁老人的身心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首先要帮助随迁老人转

变观念，肯定自身的价值，建立自信心，鼓励其多走出家门，与社区内其他老人结交好友。社区工作人

员可以成立适应性小组，帮助新到社区的随迁老人一起熟悉周围环境；也可以开展智能手机学习小组，

帮助老人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享受智能生活带来的便利。其次是帮助随迁老人正确面对养老问题，提升

老人自身能力，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享受晚年生活。如培养老年人的兴趣爱好，鼓励随迁老人积

极参与社区活动，参与社区的发展建设，丰富老人的社交网络和养老生活，提高老人的社区参与能力，

鼓励支持随迁老人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后，社区工作人员也可以从本地居民

入手，鼓励社区内的本地老人采取“一帮一”的方式，帮助随迁老人熟悉绍兴本土方言，加强老人间的

沟通交流，满足老人们的社交需要，构建和谐友善的社区氛围。 
(二) 家庭层面：强化家庭内部支持，肯定随迁老人为家庭的付出 
家庭是人的社会化的开始，也是老人们晚年的主要生活场所，一个家庭的氛围决定了老年人的幸福

生活指数。因此，需要调动家庭积极性，强化家庭作为养老第一责任主体的赡养抚养功能[4]。尤其对于

随迁老人来说，身心的双重漂泊，更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持和关注。家庭是老人们异地养老的最大后盾，

建设家庭文化，建立积极向上的家庭风气，不仅可以在家庭中创造和睦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家庭的稳定，

还可以加强随迁老人在异地的归属感，给予老人精神上的支持。根据问卷数据可以看出，随迁老人的精

神需求尤为突出，家庭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老人对于情感的需求，这需要家庭成员多关注陪伴老人，也

需要家庭成员间的互相理解，不能因为观念差异或者习惯不同导致关系紧张。社区工作人员要致力于加

强家庭文化建设，帮助有矛盾的家庭消除代际隔膜，为随迁老人提供一个舒适的养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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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老人与子女一起居住时，在维持家庭稳定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帮助子女承担了许多来自

生活上压力，子女需要肯定老年人为家庭的付出，让老年人获得家庭地位，夸赞老人在家庭中发挥的重

要价值，这样可以让老人获得尊重。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关注老人，抽空多陪伴老人，关注到老人的

情绪变化，并鼓励随迁老年人走出家门，建立起新的社会支持网络。 
(三) 社区层面：优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营造积极老龄化氛围 
1) 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设施建设 
社区工作人员要完善社区服务中心设施，将闲置资源合理利用，以吸引更多老人。社区在选购养老

服务设施时，应调查老人们的需求，根据老人的兴趣爱好有针对性地配备设施，使得设施能够得到充分

利用，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和资源错配等情况。社区中也需要重建卫生室，满足老人的基本看病需求。此

外，建立老年食堂，完善线上点餐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社区要重视老年人的需

求，加大资源投入，完善配套设施，为老人提供全面的服务。 
2) 加强社区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 
拥有一支专业的社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是在社区顺利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关键。当社区内的老人大

部分都是随迁老人时，更需要固定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熟悉社区环境，可以帮助刚来的随迁老人快速

适应新环境，获得归属感。将社区本身的养老需求外包给社工机构本身就存在着问题，社工机构的到期

撤离会带来诸多的问题，所以需要一支属于本土社区的专业人才队伍。 
建立一支社区自己的服务队伍，首先需要构建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建立考评、激励机制，提高待

遇，提升社区工作人员对养老服务工作的认同感；其次，可以链接外来服务，对接外部平台，提供机会

培训或进修，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让养老服务人员能够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不断地提升

自己的能力。 
本研究中的社区为工业园区社区，让企业志愿者到社区做老年服务志愿者，可以为社区工作队伍注

入新鲜血液，壮大服务队伍，帮助社区工作人员更好地服务老人。基层社区与企业优势互补，可以实现

共同培养养老服务行业的人才。 
3) 优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模式 
依托技术创新，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开辟和拓展社区居家养老的模式，有助于发掘老年人的潜

力[5]。发展智慧社区，及时建立随迁老人信息库，有助于随迁老人享受优质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智慧

社区有利于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促进养老服务发展，还可以改善社区间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象。

通过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建立老年人信息数据库，使信息化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深度

融合，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动力。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关联制度，及时更新老人的信息动态，

加强社区内部机构在养老服务过程中的信息交流，为社区工作人员省时省力，提高养老服务的工作效率

和养老资源的利用率。这些数据还可以应用到新的服务模式当中去，比如可以建立一个线上点餐软件、

上门服务、代办事务咨询软件等，满足老人的日常照料需求；在医疗方面，可以为随迁老人建立健康档

案，及时更新档案的信息，可以与属地医院共享健康档案，准确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或者为老人建立

线上交流平台，为不方便的老人提供与别人交流的机会，满足其精神需求。通过服务平台的汇总数据，

对居家老人的需求进行细致划分，为老人提供精准服务打下基础。 
社区工作人员也应当定期组织对社区内的老年人进行调研，再针对老人的实时情况来展开评估，收

集老人们的最新情况，结合过去收集到的信息和最新的信息来制定更加合理的工作规划。只有在充分了

解老年人真实养老服务需求的前提下，才能有针对性地为居家老人提供服务支持，释放老年人对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的高层次需求，让社区能够不断地优化自身的服务，促进社区服务理念与服务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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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人提供一个更专业的社区养老环境。 
4) 加强随迁老人的社会参与，营造积极老龄化氛围 
许多低龄随迁老人表示愿意成为老年互助志愿者，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实现了老人们的

生理、安全、归属以及爱的需要后，还需要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参与的机会，以供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

社区可以采取互助养老模式等，或者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机会。互助养老可以应用到帮助随迁老人适

应环境中，本地老人或者已经长期居住的随迁老人帮助新来的随迁老人快速适应环境，缓解了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的压力，为身体健康的老年人提供参与社会的机会，帮助老人提升社会参与感，推进积极老龄

化氛围。 
此外，社区可以开展老年大学或培训班，在开展前收集老年人的兴趣，拓展老年人的兴趣爱好，而

不是开设和过去一成不变的兴趣班；或是举办轻松愉快的娱乐活动，在活动中让随迁老人们放松身心，

达到老有所乐的目的。通过发展兴趣和举办娱乐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提高养老服务的品质，进

一步营造积极的老龄化氛围。 

6. 结语 

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为随迁老人提供优质的服务，还需要各方共同

努力。 
1) 以需求为主导，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落实 
评估社区内随迁老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以需求为主导，精准地向老人提供服务，避免资源的闲置

和浪费。利用高新技术，提倡智慧养老，整合社区内部的资源配置，拓展服务项目，比如突出医疗保健

类的咨询功能等，满足老人们日益多元化的养老需求，提升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水平。 
2) 将老年群体细化，在普适性的服务基础上，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每一位社区老年人群特征都不尽相同，大众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只能提供基础的养老服务，想要

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就需要细化老年群体，根据年龄状况、健康状况、家庭状况等对随迁老人进行划分，

评估不同老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向不同类型群体的老人提供针对性的照护，提供个性化服务。在加强

社区居家养老基础服务的基础上，探索社区的特色服务，提供差异化服务，为随迁老人提供更专业、更

舒适的养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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