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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及其愿望的调查分析

潘志伟 李曾清

嘉定区老龄科研中心

上海嘉定区共有 13 个街镇，75 万常住人口中，65 岁以上的人口占 9.95%。5()万户籍人口中，6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 9.6

万，占总人口比例 19.06%，略高于全市 18.7%的比例。在 10 个郊区中，位列第二，是个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区。党的“十六

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战略目标，再一次将精神文化建设提到了应有的高度。老年人是社会的特殊弱势群体，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和共享，离不开他们积极参与和共享精神文化生活。然而就目前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而言，

还是较为单调和不丰富的。他们是否需要更多的精神文化生活？目前的情况受哪些因素制约？为了全面了解嘉定区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的现状及其愿望，引导他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满足他们各种精神又化需求，嘉定区老龄科研中心于 2003 年 7 月在

各镇老龄办的配合下，在市老龄科研中心的指导下，开展了关于“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及其愿望”的大型问卷调查。

一、调查范围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选取以农村为主的 10 个镇级单位，马陆镇、南翔镇、江桥镇、黄渡镇、安亭镇、外岗镇、徐行镇、华亭镇、嘉定

工业区和菊园新区。每个单位随机抽取调查对象各 100 名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合计样本 1000 份，全部有效。同时，每个单

位填写“嘉定区各镇级单位精神文化生活设施和活动统计表”，共计收到 10 份，全部有效。

调查采取问卷的方式进行，问卷内容采用封闭式与开放式相结合的形式，问题共分二大块，一是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老年人可支配月收入以及曾从事的职业。二是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共设置了 14 个问题，涉及健体强

身、学习文化、追求艺术和消遣时间追求天伦之乐五大类，不仅调查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现实情况，还征询被调查人员在这些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调查内容全面而翔实，调查数据采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查内容和调查结果

调查内容有两大项。第一大项为农村老年人的基本情况，第二大项为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及其愿望。在被调查对

象的基本情况中，年龄分 5档，5岁 1档，调查样本选取中，年龄分布比较均匀，能够反映各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的不同需要，尤

其是高龄老人的样本比较充分，弥补了很多老年人调查中高龄老人样本缺乏的缺陷，使得本次调查获得的数据能够有效的进行

分年龄段分析。1000 人中，年龄分布：60-64 岁的 226 人，6569 岁的 228 人，70-74 岁 239 人，71-79 岁 179 人，80 岁以上 128。

性别分布：男 453 人，女 547 人。文化程度分布：文盲斗 26 人，小学 424 人，初中 122 人，高中 23 人，大专以上 5 人。健康

状况分布：健康 453 人，一般 478 人，不健康的 69 人。收入水平分布，月支配收入不足 200 元的 587 人，200-499 元的 281 人，

500-799 元的 89 人，800 元以上的 43 人。职业性质分布上，第一职业为农民的 835 人，农业工人的 85 人，干部的 53 人，其他

职业的 26 人。

在被调查对象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及其愿望的调查中，设置了 14 项 5大块内容。1、强健身体类 GA、健身参与者 432 人；B、

垂钓 51 人；C、旅游观光 377 人。2、学习文化类，看电视参与者 820 人，看书报 263 人，上老年学校 153 人，唱歌唱戏 318 人，

练字作画 37 人，电脑上网 5人。3、追求艺术类：练字作画 37 人，跳舞 74 人，唱歌唱戏器乐 318 人，养花种草 458 人。4、消

遣时间类：玩棋牌麻将 341 人，交友聊天 776 人。5、追求天伦之乐的亲近子女 881 人。

调查样本中上述精神生活内容可分为室内活动和室外活动两部分，数据处理分别从室内活动内容和室外活动内容与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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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 6个基本情况（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收入情况以及职业）的交互分布，可有如下二组图表。

（一）室内活动的参与情况

看电视、看书报、阮棋牌麻将、老年学校、唱歌唱戏、跳舞、练字作画、上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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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样本参加室外活动和人际交往的分布

老年学校、戏曲乐器、跳舞、健身、交友聊天、老年学校、养花草、观光旅游、垂钓、亲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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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反映的几个问题

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是个体因素对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政府、社会因素导致的问题。

（一）由调查内容的六大因素：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收人情况、文化程度和从事的职业来决定参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程

度。

1、某些精神文化生活项目男性比女性参与率高，但有些项目女性比男性高（表一）。男性在练字作画、上网、玩棋牌麻将、

看书报、垂钓达到 6.6%、7%、45.5%、412%、10.8%，而女性生这些活动项目上参与程度达到 1.3%、4%、24.4%、14.1%、4%。与

此同时，在某些项目上，女性参与程度女性比男性高，如跳舞、上老年学校、交友聊天，女性为 10.3%、17.6%、81.7%，而男性

则为 4%、12.6%和 73-2%。

2、年龄越大，活动越少（表二）。从室内进行的文化活动看，上老年学校和唱歌唱戏跳舞，年龄差异导致参与率的差异非

常明显，随年龄的增大，这些活动呈下降趋势，从室外进行的文化活动看，也体现了这一规律，如垂钓、观．光旅游、种养花

草、健身，年龄越大，比例越小。

3、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较多地参与复杂的精神文化活动（表三）。文化程度低，较多地参与较简单的文化活动，反之，较

多地参与较复杂的文化活动，以练字作画和唱歌唱戏为例，练字作画文盲的占 2.3%，小学占 3.3%，初中占 13%，高中占 30.4%，

大学占 40%；唱戏唱歌文盲占 25.6%，小学占 34.2%，初中占 40.2%,高中占 52.2%，大学占 60%。交友聊天等与文化程度关系不

密切的活动，文盲占 82.1%，初中占 77%，高中占 60.9%，大学占 20%。

4、健康老人活动最多，不健康老人活动最少（表四）。无论室内活动还是室外活动，健康、一般、不健康三种情况的老人

均出现从高到低的百分比，健康的老人活动最多，不健康的老人活动最少，处于一般健康状况的居中。在所有被调查的 14 个活

动项目中唯有上老年学校例外，不健康的老年人参加老年学校上课的比健康状况一般的高 1个百分点。

5、收入对需掏钱参加活动有明显的影响（表五）。那些不用钱的活动，对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参与影响不大，如老年学

校、跳舞、看电视、唱戏唱歌、健身等，无论收入高低，都有人参加，没有明显的收入影响。但对需掏钱参加的活动，对老年

人参与有明显的影响，如看书报、练字作画、观光旅游三项活动，月收入不足 200 元的为 16.1%、l%、28.5%；月收入 20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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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为 34.5%、5.7%、47.7%；月收入在 500-799 元的为 49.4%、9%、55.1%；月收入在 800 元以上的为 65,1%、16,3%、62.8%。

6、长期从事农业的纯农民比农村干部、农业工人的参与率低。曾从事农业的纯农民差不多在所有的活动参与程度比曾从事

的工人（镇办村队企业工人）干部（农村干部）都低。而农村干部比农业工人、纯农民的活动参与程度高，农业工人居中。但

农业工人在看电视、玩棋牌，唱戏唱歌、垂钓、种养花草 5个项目土比干部高。

7、家庭拖累而无暇参加活动的和对活动不感兴趣的也占了很大比例。

（二）政府社会因素

1、政策不完备。主要体现在农民退休养老金低，最高的马陆镇只有每人每月 120 元，最低的镇只有 50 元，这些钱只能应

付日常的油盐酱醋，没有经济能力参加需用钱的精神文化活动，再加上农村的医疗保障差，一旦有个小毛小病，生活也要受到

影响。更不要说患大病重病。还有，当今不少活动成本高，如看有线电视，就要安装闭路系统，安装费和月租费老年人付不起。

旅游如没有子女的资助，光靠农退金这点钱是无法参与活动的。

2、设施不齐全。调查中发现有近四分之一的老年人认为需要增加农村健身器材，让他们健身有去处，活动有内容，还有村

活动室缺乏管理和通风设施，致使不少女性老年人不愿参与活动。还有不少村没有阅览室，无法看书报，没有茶室，不能谈心

聊天，不提供鱼塘，没法垂钓。

3、组织不积极。农村老年人活动，如没有人组织，大多数项目是无人参加的。如健身活动、聊天、唱歌跳舞、学电脑上网、

垂钓、观光旅游。调查发现有 8-34%的老年对有活动项目提出了组织的要求。包括聘请老师教会各种文化活动，组织聚集老年爱

好者，准备好活动的设施设备、资源，

4、宣传不广泛。在农村，每逢老年节，各级组织会举行各种形式的老年活动，营造敬老尊老氛围，但在平时就不大进行这

方面的宣传组织活动，经常性、长效性注意不够，就是在敬老节期间，宣传维权的多，保障物质生活权利的多，而采取多种形

式，使已达到小康物质生活水平的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活动宣传得少，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对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重视不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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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心不到位。由于宣传和政府的原因，关心老年人往往关心的吃穿住，对于老年人的精神寂寞、身体状况作为政府和社

会关心较少，联谊活动开展得不多，交流不频繁，致使不少老年人感觉没关心到点子上，无法做到精神愉快。

6、服务不具体。尤其区、镇两级领导和老龄干部对农村老年人的需要较少了解，因而无法组织进行有的放矢的精神文化活

动。即便能了解老年人需求，也因工作忙等客观因素，未将老年人迫切需要的精神文化送下去。

四、对政府和社会的建议

（一）调整政策。主要是增加农退养老金，调整医疗保险金比例和降低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成本。因为从调查中发现，不少

活动项目需要经济支撑，否则搞不起来或难以为继。增加农退养老金从目前最低每人每月 50 元，提高到最低 100 元左右，争取

达到 200 元。调整医疗保险金个人投入比例，将现在的 246 元／年 50%降低到 10%左右．同时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活动成本降到

最低，争取做到无偿提供场所和文化用品或采取补贴办法，解决农村老年人的文化活动费用。

（二）提供设施。在老年人活动小区内，配备和增加老年设施设备，开设老年棋牌室、阅览室、茶室、老年学校、舞厅，

开放鱼池，配备各类健身器材、文化用品、电脑。

（三）组织活动。要在确保财物的基础上，多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适宜于村级组织的村里组织，适宜于镇级组织的镇街

道组织，还要对活动积极分子加以分类培训和辅导，通过这种形式，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引导农村老年人参加适合于他们的各种

活动，满足他们的身心需要。

（四）拓展内容。从调查内容上，老年人中看电视、玩棋牌麻将、唱戏唱歌交友聊天、养花种草的多，都超过了百分之三

十，这些内容较为容易和低档。而练字作画、上网、垂钓、跳舞、上老年学校的较少，都未超过百分之二十，这些内容较为高

雅。作为政府和社会，要引导老年人向高雅文化进军，不断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和艺术水平。同时还要不断拓展新的活动领域，

组织和引导他们积极参与。

（五）加强宣传。政府和社会要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营造崇尚高雅文化氛围，鼓励营造积极参与氛围。

（六）注重养心。据民政部门统计得到的消息，我区早在 3 年前做到了应保尽保，即无论收入高低，困难大小，全区每人

都能达到最低生活保障。而从多年老龄工作所得到经验，我区老年人目前因子女买房入城，子女忙工作而很少照料老年人的情

况比比皆是，故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地注意解决老年人的孤独，更多地给以精神慰籍。尤其是要引导他们参与各类文化活动，

使他们在活动中赢得快乐的生命体验。

（七）服务基层。区镇两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在指导和引导基层开展各类精神文化活动的同时，更要关心

和支持基层活动，全心全意地为基层服务，设法解决一些基层老年活动中碰到的诸如资金、设施、人才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使

基层的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