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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贫困村留守人群现状分析
1

郭 庆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雅安 625000）

【摘 要】：深入了解贫困村留守人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效性，以及完善农

村社会治理机制、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意义。通过深入调查分析样本贫困村内留守人群的

结构特征、生存现状、贫困特点、精神状态等，认为当前贫困村留守人群生产、生活、心理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和

问题，必须要进一步整合社会各界帮扶力量，通过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加强心理疏导、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手段予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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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明确提出，到 2020年要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示“小康

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小康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下深水”、“啃

硬骨头”的关键阶段，留守人群作为贫困村内的弱势群体、特殊群体，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重点关

注的群体。本课题在雅安市 8 个县区各抽取 1 个贫困村为样本，深入调查研究贫困村留守人群的生产生活现状和问题，并提出

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以期能够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参考，也为留守人群这一弱势群体争取更多的关爱、帮助和支持。

1、贫困村留守人群现状及特点

贫困村留守人群包括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弱势群体，也被称为“386199”部队。留守儿童，指因父母双方外

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无法与父母正常生活的 0～16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留守老人，指子女（媳、婿）均在外务工的 60周

岁及以上的农村户籍老人。留守妇女，指有配偶、丈夫在外务工的农村户籍女性。课题组抽取了雅安市雨城区郑湾村、名山区

蒙山村、荥经县凤凰村、汉源县治安村等 8 个贫困村作为样本，共筛选农村户籍留守儿童 342 人、留守老人 398 人、留守妇女

284人，在此基础上对留守人群现状和特点分析如下。

1.1贫困村留守人群的结构特征

从三类群体数量来看，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在抽样贫困村中的比例为：1.2：1.4：1，由此可见，贫困村中，留

守老人的数量最多，其次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较少。导致此现象的原因是夫妻双方一起外出务工在贫困村中比较普遍。从年

龄结构来看，也各自呈现出相应特点。在留守儿童中，小学阶段儿童占比最高。从教育部规定的可入学年龄阶段划分，6～12岁

小学组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的 46%，占比最高。0～2岁留守儿童占 15%，占比最低。主要原因是小学阶段学生有一定的生活

自理能力，且管理容易、学校教育内容相对简单，对学生自学能力和家庭教育程度要求较低。在留守老人中，60～69 岁的留守

老人占总人数的 63.9%；70 岁以上的留守老人占总人数的 36.1%；农村留守老人性别比为 99.53%。在留守妇女中，年龄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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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年龄最大的 72岁。其中 40～49岁占比最髙，占留守妇女总数的 43.4%；其次是 30～39岁占 21.8%；19～29岁占 16.1%；

50～59岁占 14.8%；60岁以上占 3.9%。从趋势来看，留守人群有逐渐减少的趋势。8个贫困村中，2017年外出务工人口较 2013

年 4·20芦山强烈地震前减少 623人，净流出人口较 2013年减少 268人，灾后恢复重建效应，以及鼓励农民工返乡就近就业创

业工作成效较为显著。留守学生 2017 年较 2016 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是一部分子女随在外务工父母转校，一部分家

长返乡创业。

1.2贫困村留守人群的生存现状

1.2.1留守儿童。一是隔代监督居多。从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看，与爷爷奶奶或外爷外婆共同生活的留守儿童占总人数的 49%；

其次是与父亲或母亲共同生活的留守儿童占总人数的 43.6%；与其他人共同生活的留守儿童占总人数的 9.6%，其中绝大多数为

兄弟姊妹。从年龄结构看，留守儿童中与父亲或母亲生活占比最高的是 0～2岁，占 45.4%；与爷爷奶奶或外爷外婆共同生活占

比最高的是 3～5岁，占 66.7%；与其他人共同生活占比最高的是 13～16岁，占 21.8%。二是留守儿童在校率较高。在 6～16岁

留守儿童中，96.1%为在校。与所有农村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在校率高于全部农村儿童，说明留守儿童的父母更加重视子女

教育，外出务工带来的相对较髙的收入也能够保障留守儿童学习开支。

1.2.2留守老人。一是婚姻稳定，身体健康者居多。从婚姻状况看，有配偶的留守老人占 68.7%。从健康状况看，认为身体

健康和基本健康的占 61%。较为稳定的婚姻关系和健康的身体，是老人留守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空巢留守型居多。从留守老人

“与户主关系”情况看，单独或夫妻共同留守（空巢留守型）老人占 74.9%；需要照顾未成年孙（外孙）子女（隔代留守）的占

21.8%；需要照顾父母（岳父母）的占 1.9%;既要照顾未成年孙（外孙）子女又要照顾父母（岳父母）的占 1.4%。照顾父母的留

守老人主要集中在 60～69岁。三是靠自身劳动维持生活者居多。从主要生活来源情况看，主要生活来源为劳动收入的留守老人

占留守老人总数的 40.1%，且主要从事种、养殖业。主要收人来源为劳动收入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老人。主要生活来源为家庭

其他成员供养的占 36.9%；主要生活来源为离退休金养老金的占 5.2%，主要生活来源为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占 14.8%；其他占 3%。

1.2.3留守妇女。一是受教育程度偏低。从受教育程度看，未上过学或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留守妇女占留守妇女总数的 41.2%；

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占留守妇女人数的 50.7%；受教育程度为髙中及以上的占 8.1%。二是超五成留守妇女需要照顾未成年子女。

在留守妇女中，单独与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占 51.5%。其中单独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占 42.1%,与父

母和未成年子女生活的占 9.4%。单独生活的占 35.7%；单独与老人、单独与孙（外孙）子女、与孙（外孙）子女和老人共同生

活的占 12.8%。三是工作比例高且主要从事种养殖业。在留守妇女中，87.4%的有工作，且主要从事种植或养殖业。未工作留守

妇女占留守妇女总数的 12.6%。在工作比例较农村妇女高 1.4个百分点，职业为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的比例较农村

妇女高 1.2个百分点。

在 15 岁及以上留守人群中，购买了医疗保险的占 99.6%。其中参加新型农村医疗保险的占购买医疗保险人数的 96.3%，占

留守人群总数的 95.9%。购买了养老保险的占留守人群总数的 83.3%。 其中购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占购买养老保险的

90.7%，占留守人群总数的 75.6%。

2、当前贫困村留守人群面临的主要问题

2.1留守儿童成长的科学引导不足

主要体现在：一是监护能力较弱。从抽样调查资料看，在照顾未成年子女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未上过学的占 10.2%,小

学文化的占 47.8%，初中文化的占 36.1%，高中及以上的仅占 5.9%。在隔代留守的老人中，未上过学和小学文化的老人占 75.5%。

较低的学历，导致监护人在辅导留守儿童学习、心理疏导、安全意识教育、塑造其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等能力不足。二是留守

儿童家庭教育欠缺。留守学生认为监护人主要是照顾日常生活的达 93.2%，督促辅导学习的占 40.3%(为多选）。跟随爷爷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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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爷外婆一起生活的留守学生反映，3.7%的父母“一般不会”或“从来不会”关心自己，20.9%的外出务工父母会“偶尔”关

心自己。三是学习习惯养成较差。48.7%的留守学生认为自己学习成绩一般，其中 58.7%的认为自己成绩一般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

好的学习习惯。四是情感培养上存在缺失。留守儿童由于父爱、母爱的缺失或不到位，家庭的情感培养上不足，导致其对社会

的安全感、信任感较弱，多表现为自卑感强、成绩欠佳、道德危机、违规违纪等。

2.2留守人群的身心健康需加强关注

从调研情况来看，贫困村留守人群的精神状态比较低迷，精神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在抽样调查的留守老人中，认为不

健康但生活能力自理与生活能力不能自理的占 23%；丧偶和离婚的占 21.3%。抽样调查的 73%的留守老人在工作，且绝大多数从

事种、养殖等重体力活劳动，29%的留守老人需要照顾未成年人，有的已经超过 80 岁。留守老人主要体现在子女关心关怀的缺

失。大部分留守老人的业余生活主要是看电视子女亲情主要是电话问候，精神慰藉明显不足，尤其是离婚和丧偶的留守老人精

神压力更应该引起社会关注。留守儿童消极情绪明显多余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群体中有 46%感到烦躁、39.8%感到孤独、37.7%

感到闷闷不乐，有 19.7%的留守儿童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96.3%的留守儿童表示“很想念自己的父母”。留守妇女主要体现在

孤独以及生活压力较大。留守妇女绝大多数也同时承担着干农活、照顾家庭未成年人和家中长辈的工作，生活压力大、家庭任

务重，加之丈夫回家时间较少，有部分留守妇女还受到乡邻的猜疑，安全感较弱，孤独感较强。

2.3留守人群更容易发生贫困

基于贫困村提供的资料和调查收集的数据显示，贫困村留守人群的贫困状况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留守入群贫困

发生率较高。以户籍关系为依据，此次抽取的留守入群分属于 378 户家庭，其中：曾经为贫困户的 168 户，占留守人群总户数

的 44.4%；截至 2017年仍未建档立卡贫困户 46户，占留守人群总户数的 12.2%，占 8个贫困村中贫困户总教的 18.75%。二是以

留守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最突出。在仍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46户留守人群中，留守老人有 32户，占比 69.6%，主要是由于老人多

为空巢留守型，劳动力较弱或无劳动力，患病的情况较多，子女赡养不到位等导致贫困状况突出。三是留守人群返贫风险较大。

在已脱贫的留守群体中，通过“低保兜底”形式脱贫的留守人群占比较大，约 32.3%，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工或小规模养

殖，一旦出现市场波动或家庭成员生病等问题，极易返贫。

2.4部门帮扶的资源整合优势不明显

为在生活、健康、教育、心理等方面关注、帮扶留守人群，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用了诸

多行政的、法律的、社会的手段，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但部门间各自为阵的现象较为普遍，缺乏有效沟通机制和平台，人

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整合利用优势不明显。

3、对策和建议

贫困村留守人群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脱贫攻坚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大量工作，对关爱、保护贫困村

留守人群和帮助留守人群摆脱贫困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留守人群问题。从长远看，要解决贫困村留守人群问

题必须要标本兼治，一方面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减少留守人群数量，另一方面要加大帮扶力度改善留守人群的生产生活条件。

3.1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充分运用现代农业科技，大力推进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农产品深加工经营，以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拉伸产业链条，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在外务工农民有机会就近就业。利用土地、金融、财政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税收方面的减免政策，吸引

并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使一批农民留在农村，让他们和未成年子女及父母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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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人口城镇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各地应积极引导进城务工人员融人城市，让其能够平等地享受当地公共卫生、基本

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使其有条件亲自监护照料未成年子女、父母。对随迁的未成年人，应尽量保

障他们平等地享有在当地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能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髙考。对随迁的老年人，应尽量保障

其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农民市民化促进留守人群问题解决。

3.3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留守人群是贫困村中劳动力相对较弱的群体，在发展产业力目受劳动力的制约较大，摆脱贫困易，后续发展难。为此，要

充分发挥村级集体经济对集体经济成员收入的带动作用，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抓手，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量化，

适当提高贫困留守人群的股份和分红比例，提高其收入水平。同时，要采取自营、承包、入股等多种形式盘活农村集体资产，

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3.4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要加强阵地建设。以贫困村（居委会）办公阵地和学校为核心，打造合适留守人群习惯的留守儿童之家、留守妇女之家或

留守老人帮扶阵地、农村书屋、阅览室，并配备专兼职法律咨询、心理辅导、学生课余辅导员等，尽可能地组织一些集体活动，

促进留守儿童和父母、留守老人与子女的亲情联系，丰富留守人群业余生活，增强家庭保护气氛。要建立结对帮扶机制。通过

各种手段动员各群团组织、社会力量、志愿者加入到贫困村留守人群关爱帮扶队伍中来，为留守人群提供法律咨询和保护，对

心理障碍留守人群加大心理跟踪和辅导。

3.5加大帮扶资源整合力度

部门联动，形成合力，是推动贫困村脱贫摘帽，解决贫困村留守群体问题的重要途径。要搭建贫困村留守人群帮扶平台，

对帮扶人员、资金、项目等进行有效整合和统筹，推进帮扶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利用，形成工作合力。要整合帮扶措施，要

建立贫困村留守人群帮扶联席会议制度，整合疾控、计生、文化、公安、民政、劳动保障、农业等部门，以及乡镇、村组、社

会组织等帮扶力量，加强各帮扶组织间的协同、联动和配合，按照“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的思路，统筹解决好贫困村留

守人群的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心理疏导、产业扶持等各项帮扶工作。

3.6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深入推广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实现应保尽保、应助尽助，筑牢贫困村留守人群的医疗保

障，防止其因病致贫、返贫。改革创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纳入制度，探索以“人”为单位申请低保的模式，解决留守老人因子

女不尽赡养义务而不能享受低保的问题。进一步扩大社会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结合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城市建设，积极

建设符合农村养老特色的养老院，解决贫困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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