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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农村地区，受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家庭养老功能渐趋弱化、社会组织参与度低和社区照顾能力较弱等

因素的影响，同时因农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人才的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持续加重，致使满

足老年人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面临着诸多难题。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以D村老年群体为服务对

象，阐述和分析了该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现状及问题，探讨了社会工作方法介入该村养老服务的发展路

径，总结出“互助式增能”的新型多元养老模式，为D村养老服务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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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ural areas, due to the slow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weakening of the family 
pension function, the low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weak community care abi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outflow of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labor force 
and talents in rural areas, the problem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continues to worsen, result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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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problems to meet the needs of diversified pension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takes the elderly group of Village D as 
the service object, expound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of the villag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 work method to intervene in the el-
derly care service of the village, and summarizes the new multiple old-age care mode of “mutual 
enhancement”, which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of villag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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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从 2000 年开始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一般认为老年人口占比达到 14%时进入深度老龄化社

会，一旦超过 20%则进入了超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数据显示，我

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有 1.91 亿人，占全国人

口的 13.50%。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而 65 岁及以上人口

比重上升了 4.63 个百分点，1 由此可见，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且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另外，《国家

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中指出下一个十年的老龄化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预计到 2030 年 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 25%左右，其中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总量将不断增长[1]，因而我国在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是为了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其间

出台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依据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和产业、人才、组织、生态和文化振

兴五方面的内容，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出了阶段性规划，为我国不断壮大养老服务产业，健全养老

服务体系及破解养老服务发展难题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要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

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和老有所乐”等战略思想，都是促进广大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是促进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机遇，也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2. 概念界定 

“社会工作”是由英文 Social Work 翻译过来的，指的是包含人文关怀的人性化服务，是以利他主义

价值观为指导，帮助受助者走出困境的非牟利的专业化服务[2]。这一概念可界定为：由社会工作者、受

助者、社会工作价值观、专业关系和助人活动五要素构成，秉持社会工作价值观，以社会工作专业知识

为基础，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规范，坚持“助人自助”宗旨，在农村养老服务领域，综合运用社会工

作专业知识、方法与技巧，帮助有需要的困难群体，解决其生活困境，链接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

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协助老人及其家庭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与度过晚年生活的职业活动。 
“农村养老服务”是构成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应对农村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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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的重要支柱，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3]。这一概念可界定为：以具有农村户籍且长期居住在

农村的 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服务对象，旨在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协助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缓解和改善生活困

境，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协调和整合社会资源，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提供能够促进农村老年人更

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社会服务。其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经济保障、健康维护、家庭辅导、老年教育、

社区参与、宜居环境、心理调适、政策倡导、临终关怀、生命历程回顾、社会支持网络建设等”。 

3. D 村的基本情况 

3.1. 地理空间 

D 村属于贵州省仁怀市龙井镇下辖村，处于龙井镇的东北方向，东邻茅坝镇立岩村，南抵本镇福泉社区，

西邻本镇同联村，北靠赤水河，也称茅台河，距四川省古蔺县椒园乡 20 公里左右。另外，全村面积 9.17 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 3500 亩，居民以种养殖业为其主要经济来源，年人均收入仅 1796 元；同时，该村共有 8
个村民组，村委会设在小湾组，其中河坎上组和田头组邻近村委会，而刘家沟组和团山组相邻，位于村委会

东南方向；胡家坡组、沙丰曹组和烂田沟组邻近，位于村委会西北方向，山路较多，距离较远。总体而言，

村内风光旖旎，环境优美，有原生态段江河涧漕塘瀑布、锣锅塘瀑布和风岩塘瀑布群等旅游资源。 

3.2. 人员结构 

D 村现有常住人口 752 户，总人口为 2895 人，存在 207 户建档立卡户(大都是家有老人、因病致贫)。
随着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及儿童青少年群体在外求学，使该村现有留

守儿童、妇女和老人三者总人口数量占比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就老年人而言，该村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口比重达到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 8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 70 人左右，也就是说在 D 村有大量老年

人处在 70 岁到 79 岁之间，其中存在特困供养人员十一户(共计十二人，八人散居，四人入住养老院)。此

外，该村村委会干部除去 8 个村民组组长外，常驻干部只有 7 人；设有一处卫生院，工作人员仅 2 人，

每日轮流换班等，从行政人员设置上看，相关工作人员与村民数量之间存在巨大差值，不利于村民问题

的及时解决、需求的有效表达以及社区的全面发展。 

3.3. 养老现状 

如果说一个人从 60 岁开始面临养老问题，那么在 D 村大量老年人只要还有劳动能力或仍有生活自

理能力时，基本都是以地养老，或是自我养老，所以就该村老年人而言，养老的起点不在于是否到达 60
岁，而在于什么时候生活无法自理或行动不便时才有了养老意识。因而 D 村老年人仍以传统养老模式即

家庭养老为主，但随着社会发展，现代思想观念的涌入与传统“孝”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家庭养老功

能处于渐趋弱化的状态，该村家庭养老功能也存在相似问题，从而使社会养老保险与高龄补助等措施在

D 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是老年群体自我养老的重要支撑之一，但其面临着

养老保险金额不高以及养老转移支付数额少等问题。 

4. D 村养老服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4.1. 村民养老观念固化 

“养儿防老”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它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强烈的共识，尤其在农村地区。

就 D 村而言，老年人深受“百善孝为先”“养儿防老”等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4]，认为自身的生活照顾

问题就应由其子女来承担，让老人入住养老院的行为是子女不孝的表现，同时部分高龄老人都是从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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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走过来的，对于养老服务的界定并没有特别清晰，总觉得有地方住有饭吃就已经足够了，因而在该

村老年人大都以自我养老与土地养老为主；此外，“老无一用”的思想观念导致老年人对自身的价值持

否定的态度，以至于其抱着不愿给子女或他人增添麻烦的想法[5]，依靠微薄的养老金或后代部分的赡养

费用，在家中便可安度余生，不愿入住对经济要求较高的养老院的现象在该村普遍存在。虽然在乡村振

兴战略的大背景下 D 村经济社会有了显著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从贫穷年代

走过来的老年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并不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急剧的变化，因此随着青壮年劳动

力、人才的持续流出，老年群体面临的养老服务问题日益凸显，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功能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削弱，其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4.2. 养老服务机构数量少 

当地仅镇上设有一家养老院，入住的都是五保户、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并不是针对所有镇上有需

要的老年人，故对老年群体的包容性不强，但是就我所知，全镇总共就有 7 个村，49 个村民组，常住人

口 4012 户，19,815 人，2 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占比 30%左右，由此可见当地仅一家养老机构并不能满足全

镇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另外，养老院虽接近幼儿园并在集市附近，但生活气息并不强，整体氛围很压抑、

冷清，走进院内会发现老人大都待在自己房间，眼睛里失去光彩和对生活的向往，院内缺乏针对老人的

休闲娱乐项目，换言之，该养老院存在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专业服务人员的缺乏、社会力量参与度不

高、管理体制亟需改革与资源配置不到位等问题，致使该养老院并不能给予老年人良好的养老服务，以

及不能满足老年人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养老需求；更重要的是养老机构依附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财政

投入不多，并且一旦政府财政政策失灵，并没有相应的措施保障老年人的利益。 

4.3. 经济能力难以支撑 

老年人经济条件越好或家庭总收入越高，对养老服务的需求越大，虽然乡村振兴战略极大地推动了

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但相对而言，D 村的经济收入来源仍以种养殖业为主，村集体产业发展滞后，

集体经济发展缓慢，所以该村居民的年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另一方面，在该村低龄老人的经济收入

主要来源于种养殖，而高龄老人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其子女的支持，即定期支付的赡养费用，但是随着

老年期的到来，农村家庭的权利中心会逐渐转移为其子女，老年人受到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除日常基

本生活消费之外，对其他需求的经济投入并不大，这往往容易造成子女对其经济支持有限，以及其养老

问题常会被子女忽视等；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家庭结构中产生新的思想观念，子女教育成为家

庭的核心即在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之前最重要的是满足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往往许多家庭由于劳动力的

缺乏导致其获取的经济收益并不能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如此说来，这就容易导致许多家庭缺乏支持老

年人接受养老服务的经济能力，从而使老年人不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5. 社会工作介入 D 村养老服务的实现路径 

5.1. 基于孝养结合，转变固有观念，推动多元养老模式的发展 

传统养儿防老、百善孝为先的思想观念在 D 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在该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并不意味着家庭养老模式就此淡出历史舞台，相反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 D 村养老服务发展的

主要模式，即在文化振兴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该村养老服务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是结合村委会人员、公

告栏及互联网等宣传途径在村民心中重振孝道文化，加强青年一代对于百善孝为先等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与创新，在 D 村中打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孝养结合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老年人的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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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重新建构道德伦理规范与秩序，树立孝道而非功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在村民之间积极开

展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榜样评选活动，大力宣扬村民中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等典型事迹，发挥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引领作用，在 D 村培育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推动家庭养老功能的延续。 
同时，D 村可以借鉴上海市政府曾推出具有互助性质的“老伙伴”计划[6]，整合社会资源，利用老

年组员或邻居老人之间的互动和小组凝聚力，澄清关于村民对老年养老服务存在的误区，改变人们对于

养老服务的固有看法及其老年歧视，协助老人去感受“老年人”的不同生活姿态，恢复及改善老人的社

会功能，促进老年人的社区参与，体验老年生活乐趣，在自助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互帮互助的氛围，促

进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会交往的同时，减轻村委会及其工作人员与家庭成员身上的压力。此外，在 D 村

加快建构以社区为平台、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区公益慈善资源

为补充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建立更加有效和充满活力的农村治理新机制，基于组织振兴，帮助 D 村提

升“村两委”的组织领导能力，培育和发展村庄自组织，积极引导和培育老年协会、老年教育等农村社

会组织，积极发展有着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因需引入外界慈善公益社会组织，构建老年人

的社会支持网络，为 D 村养老服务提供多种选择，帮助提升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促进村民的社区

融入，推动 D 村养老服务的多元与可持续发展。 

5.2. 整合社会资源，培育专业队伍，建立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 

D 村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建构面临的问题主要有缺乏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提供服务的工作

人员及其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及工作模式单一和村民就业观念固化等，都对该村养老服务业的高质

量发展起着严重的制约作用。前两年贵州省民政厅成立全省“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地”，但入选的七所

高校和职校均为医药或护理学院，即为医药护理人才培训，针对老年群体的医养康复需求，因而在该村

发展高水平的养老服务、高质量的生活照护仍需要专业的综合性人才队伍。该村可通过搭建社会工作平

台，构建以乡镇社工站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盘活 D 村的剩余劳动力，动员与支持农村妇女、

中低龄老人、灵活就业人员或待业人员从事养老服务工作，通过养老服务职业教育培训方案来加大对人

才队伍的培育开发力度，同时充分利用好返乡人士中有意从事农村养老服务的人员，比如党政干部、医

生教师、退伍军人、志愿者等，通过职业岗位津贴、定向定点培训计划、就地就近安置等人才激励政策

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增强养老服务工作弹性和专业吸引力。 
在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上，D 村可借鉴龙井镇某村创立的“四知诗社”，按照“政府支持，村级主办”

的方式，建立起集学习娱乐生活医疗照顾等为一体的社区养老服务活动中心，利用该村长期未有人居住

的闲置住房，支付户主租费，在减少建设成本的同时增加户主收入，通过“社会工作 + 老年教育 + 社
区参与”的方式，为该村老年人提供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满足该村老年人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为老年人争取相应资源，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缓解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养老

压力。总的来说，D 村可依托于产业振兴，带动养老服务业与康养产业的发展，该镇政府可以整合民政、

卫健及相关部门、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依托“互联网+”、“五社联动”机制，以村庄、乡镇等为平台，

针对该村全体老年人特别是处境困难的老年人，发展集生活照顾、医疗康复、精神慰藉、老年教育、社

会支持网络建设等为一体的新型农村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 

5.3. 依托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家庭养老服务购买力 

2022 年省委一号文件 3 传达的主要精神中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做大乡村养老产业将对 D 村扩大

养老需求和产业结构调整起到巨大促进作用，为该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7]，不仅可以吸引部

 

 

3该文件即《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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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青壮年群体回乡就业，解决其就业问题，同时也间接地提高了家庭养老服务的购买力，为老年人的养

老服务提供新鲜活力，使其享有较高水平的养老生活。通过“社会工作 + 宜居环境”途径提升广大村民

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乡村生活垃圾的处理，依托生态振兴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旅游兴市”的战略

要求，坚持“调结构、强基础、重民生、报稳定、促发展”的工作主线，利用该村现有的原生态锣锅塘、

涧槽塘和风岩塘三个连续瀑布群自然生态资源及传统村落发展绿色旅游、绿色康养业等新兴业态，打造

出农民安居乐业、绿色清洁的美丽家园，让优良生态成为 D 村产业振兴、农民增收的支撑点。 
同时基于该镇现有的核桃之乡的美誉、近几年逐渐发展起来的柚子产业以及村民主要收入来源的高

粱产业，社会工作者可以推行增收帮扶项目，帮助 D 村村民自主发展的实践。一是推动党建资源、社会

组织、社区群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建立线上线下销售平台，保障农民种植农产品的销售；二是鉴于经验

主义或闭门造车的限制，社工可组建交流群组，促进农户实时交流种植情况及经验分享会，同时邀请专

家为农户提供一对一的指导服务，提高农作物的质量，达到优产增收的效果；三是注重培育村民的自主

性，打破村民僵化的状态，引导其转变思维方式，发展其主体性，挖掘自身优势，增强村民权能，使其

积极参与产业振兴。总之，坚持“社会工作 + 社会资源 + 产业发展”，即以提高 D 村村民收入为抓手，

整合现有资源与社会力量，促进该村产业升级，积极扩大生产，实现增产优产的效果，依托线下及互联

网壮大核桃、柚子等订单，同时拓展“生态+”通道，带动 D 村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拓展村民

的收入途径，促进村民优产增收，实现经济收入与养老照顾的双赢。 

6. 结语 

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探讨了 D 村在养老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下养老

服务发展的可行路径。基于上述内容，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对于

D 村而言，养老服务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不仅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起步，也是养老服务产业上的起步，

因而该村养老服务的发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解决该村老龄化问题，促进该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难点，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本文中，作者认为该村养老服务的发展依托于乡村振兴可趋向于以家庭

养老为主、辅之以互助养老、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通过理顺其适用范围从而更有效地服务于该村养老

服务发展，基于医养结合、人才队伍及社会力量等资源，打造“互助式增能”的新型多元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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