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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家养老活动中心建设与发展研究

——以江西省 n 县 h 村养老活动中心为例
1

欧阳晨浩，聂梓欣

（南昌大学，江西 南昌 330031）

【摘 要】：当前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问题，农村相比于城市在资金、服务设施和服务人员等方面

存在较大不足，城乡差异较大，难以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以实地调查的方式，通过与村干部和村民的深

度访谈，了解基层实际运行情况，梳理农村建设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心的原因和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并提出对

策建议，以使更好地提高公共服务，满足老年人需求。

【关键词】：农村养老；居家养老活动中心；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识码】：B

1、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

随着城镇化不断发展，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涌人城市以寻求更好发展，青壮年的流失导致农村出现留守老人问题，老人日

常生活缺少照料，精神生活枯燥，患病更是难以得到及时医治。传统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方式在农村都存在各自问题，需要推

动和发展居家养老模式。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是指老年人居住在家中，政府或社会以社区为载体，为其提供生活照料、卫生护理

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形式。以政府为主导，多主体共同治理，以解决农村养老中出现的资金短缺、养老机构设施不完善、

缺少专业护理人员、服务形式单一等问题。本文以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心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运行机制，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

提供一些实证经验。

湖陂村地处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塔城乡，全村管辖 5 个自然村，有 627 户，人口 3578 人，党员 63 人。村党总支下设 3 个

党支部。全村有 2个生态农业园，1 个省 3A 级景区，还有 1 个全县无公害蔬菜示范基地。村里一半人都以种田为生，全村共有

水田 240hm
2
、旱地 33.33hm

2
。

该村居家养老活动中心于 2015 年 9 月正式向老年人开放，是公办非营利性的老年人活动场所。中心面积 708m
2
，有 5 张床

位可供老年人中午休息。主要为老年人提供医疗陪护、文体娱乐、精神慰藉、居家保洁等服务。资金总投入 30 万元，其中财政

投入 10 万元，村委会自筹 20 万元。员工共有 5 人：其中管理人员 3 人，医护人员 1 人，护理人员 1 人。

2、建设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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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现实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2.41 亿，占总人口的 17.3%。湖陂村人口 3578 人，

其中老年人约 600 人，占全村总人口的 16.8%，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建设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心能够为老年人尤其是空巢和独

居老年人提供一个与其他老人交流、沟通的平台，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因子女外出打工没人陪伴的孤独之情。同时，对于湖陂

村等农村地区来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因此建设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心

是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方法。

2.2 经济原因

以湖陂村所处的南昌县为例，养老院根据老人自理能力和服务条件的不同确定收费标准，但普遍都在 1600~4000 元/月。收

费较低的养老院硬件设施、服务水平较差，而硬件设施完善、服务好的养老院的高收费又是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所承受不了的。

农村老年人主要以种田、卖菜为生，收人不多，只能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农村老人入住养老院则意味着将失去主要的经济来

源，全靠子女供养，而且就算子女有实力能够负担费用，老人也会因为嫌养老院收费太贵、想帮儿女省钱而选择自己在家中养

老。由政府出资建立的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心则免费向老年人开放，既为老人省下了入住养老院的费用，又能让老人享受到与

养老院类似的服务和照顾，做到一举两得。

2.3 思想原因

中华民族有“尊老爱老”“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这种传统道德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因

此绝大多数农村家庭实行的是家庭养老模式。此外，养老院往往建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虽然能够营造一种清幽、宁静的环

境，但也会给老人带来孤独感和封闭感。农村老人一般仍以种田、卖菜为主要收入来源方式，而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心则能够

为老年人提供一个闲暇时的去处，老人可以在忙完农活、家务事之后来到活动中心放松。与养老院相比，这样既不妨碍农村老

年人的日常生产活动，还能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3、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3.1 资金投入不足

虽然我国逐年加大养老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但在老年人生活照料、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目前农村居

家养老活动中心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补贴和村委会自筹，但基层财力有限，活动中心所需经费存在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直接

导致政府仅能够提供有限的养老服务，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求。

3.2 缺乏专业性的服务队伍

由于发展前景和物质待遇与城市比存在较大差距，专业护理人员并不愿意从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目前中心服务人员

以当地村民为主，存在文化程度较低且缺乏专业知识技能的问题。除专业服务队伍之外，由于交通往返、吃住方面的困难和国

家没有健全完善志愿者激励机制等因素，志愿者队伍也难以发挥长效作用。

3.3 服务内容较为单一

从目前农村居家养老活动中心的运营情况来看，服务内容主要围绕提供娱乐设施、饭菜和白天的照料等。但老人需要排解

因子女外出打工而产生的孤独感，因此，除了物质方面，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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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进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心发展建议

4.1 明确政府责任

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出台具体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机构或组织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政府应明确自

己的责任，做到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民政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居家养老活动中心的业务指导，同时还要加大对其监督力度。以

湖陂村所在的南昌县为例，县民政局每月都会派专人去各乡镇检查活动中心的运营情况，听取中心负责人的汇报和村民的意见。

发展和改革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规划。财政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提供资金保障。村党支部、

村委会则应做好活动中心的管理和日常运营工作。

4.2 加大资金投入

针对当地经济社会水平和老年人养老需求，加大财政对养老服务的投入并落实配套补助。国家和地方应当根据农村实际情

况，适时加大对居家活动中心的投入，对活动中心发展予以支持。以南昌市为例，2015 年以前，农村建设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

心只能得到五万元的建设资金补助，没有相应的配套运营资金补助。这五万元只够满足建设活动中心的需要，却不能满足活动

中心建成后水电费、员工工资等的开销。而运营资金的不足则直接导致了不少活动中心往往因没有服务人员而难以坚持运营到

第二年。发现这个问题，2015 年开始，南昌市实行新的政策：农村建设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心能够得到八万元的建设资金补助，

同时根据活动中心的大小和服务老年人的多少，每年能够得到一到三万元不等的运营资金补助。保证财政投入力度的同时，做

到多渠道筹集资金。各级民政部门要积极鼓励社会参与，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投入、彩票公益金投入与社会力量投入相

结合的格局。村党支部、村委会也可根据乡村实际发展集体产业，或鼓励村民进行捐赠。

4.3 丰富服务内容

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心提供生活照料、娱乐休闲活动、精神慰藉等传统服务之外，可在看病护理、无障碍设施改造等领域

予以创新和探索。村级居家养老活动中心的服务范围不仅仅局限在活动中心内部，而应以活动中心为平台，加大对空巢老人和

患病老人照顾，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向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康复护理等上门服务，既丰富服务内容，又扩展服务范围。细

化服务内容，以实行分级帮扶的方式，无偿、低偿、有偿相结合的方式，为不同对象、不同类别的老人提供分级服务。

4.4 完善管理制度

制度为农村居家养老活动中心良好运营提供保障。只有不断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才能使养老服务健康发展“有法可依”。

各级政府应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明确农村居家养老在财政保障、税费优惠、服务人员、服务标准、评估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制

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制定养老服务硬件和接收标准，细化相应考核指标，保证服务质量。湖陂村居家养老活动中心在县民政局

老龄办的指导下建立了居家养老服务站服务内容、居家养老服务站服务队伍管理制度和居家养老服务站职责三大制度。

4.5 加强居家养老服务队伍建设

加强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培养职业精神、公共精神。教育部门可鼓励高校有计

划的设立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等专业，储备相应人才。同时完善志愿者相关奖励机制，通过购买服务、政府补贴等形式，鼓励

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

4.6 鼓励老年人参与本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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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地方老年人自发成立“志愿调解队”“治安维护队”，用自己的智慧和亲身经历帮助村里人调解婆媳关系、邻里关系，

义务巡逻，主动维护本村的治安。农村居家养老活动中心可以将本中心作为“调解队”“维护队”的办公场所，这样老年人在

活动中心不仅可以享受服务，而且能服务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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