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邻养老社：农村互助养老新探索

王建中

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地处东部边城，下辖 18个村、6个社区，6.7万人。统计数据显示，60周岁以

上老人约 1.65 万人，包括留守老人近 4000 人，其中空巢、独居、“三无”老人、五保老人 300多人。

好邻养老社以不集中居住为特色，倡导邻里互帮，构建互助网格，设立互助聊吧、互助菜园、互助餐

厅、互助缝补等互助项目，提供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服务。在村民集中居住的小组开设服务站，租用村

民房子根据实际情况布局改造，一般 4 到 5个村民小组设 1 个服务站点，方便老人到站点活动。好邻养老

社是当下贴近农村养老服务需求而出现的新型互助养老模式，目前有 1个中心和 16个服务站点，村（社区）

里老人经常来服务站点下象棋、聊家常、打扑克，生活比原先待在家充实快乐多了，老人们还从家里带来

食材或从互助菜园里采摘新鲜蔬菜，在互助餐厅自由烹饪，集体用餐。

好邻养老社互助项目有理发、维修、缝补等，主要服务 60岁以上留守老人，提倡有一技之长的低龄老

人为高龄老人提供专项服务，而提供服务的低龄老人除享有一定资金补贴外，还可免费享受医疗服务等。

目前，街道正在着力探索构建医养融合机制，已设立医务室 1 个，聘请医生、护士有针对性地上门助医，

重点解决老人的基本医疗需求。今年，好邻养老社服务站点将实现全覆盖，并重点打造 4 个示范站点，帮

助老人获得更为便利、全面的养老服务。

太平村服务站点通过邻里互助墙上的“微力量”和“微服务”两个板块，让服务和需求实现对接。“微

力量”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是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或市区街三级免费送服务，另一种是村委会充

分利用现有资源或在辖区范围内吸纳有特长的低龄老人、社工，加入到邻里互助养老队伍中来。“微心愿”

的收集也是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定期召开座谈会或者利用养老社心愿墙收集老人的建议与想法，街道和村

（社区）人员定期对老人进行回访；二是通过个别谈心等方式充分沟通，了解老人需求，及时调整服务方

式和内容。

尝试开设的首家好邻养老社中心，由公办民营的居家互助养老服务机构负责筹备并运营。这里有爱心

理发、华溢舞苑、银发学堂、健康小屋、中心厨房等功能室 10多间，主要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文化娱乐、

康复护理、心理慰藉等居家养老服务。

好邻养老社与其他养老模式不同，在保留农村特色的同时，由街道从政策规划、基础设施、资金、管

理培训等方面给予扶持指导，村（社区）委会组织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而实现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的网格化养老管理模式。这种极具本土色彩和社区重建理念的就地养老模式，是对中国乡村传统互助文化

价值的挖掘和弘扬。但是，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还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

——供给少与需求多的矛盾。目前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出于节约运营成本的考量，主要依靠老年人

进行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缺少专业的服务和管理人员，导致服务的内容、质量和水平受到制约，未能发

挥出最大效能。有的互助养老采用集中居住模式，但或多或少存在适应性的问题，急需专业人员给予必要

的专业指导。靖安社区的老季是作为精准扶贫户而当上的护理员，重点护理失能、半失能老人，街道每个

月都给补贴。他希望更多老人跟他一样，通过培训就近就业，既是老有所为，也是助人为乐。



——老观念与新模式的冲突。进入好邻养老社养老，有的人认为是家庭养老的失败，也有的人认为影

响老人及子女的脸面。其实，在养老成为社会强劲现实需求面前，人们应该及时调整观念。陈店村服务站

点负责人说，他们在农村熟人社会创新特色互助养老服务模式，也是“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分享经济，希

望更多的家庭能接受。

——资金源与政策面的制约。以龙潭街道好邻养老社为例，其资金来源主要为村（社区）集体投入、

街道有限的运行补贴和社会捐助。村（社区）集体与捐助投入在我国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和不稳定性。

政策缺失和资金瓶颈可能是今后好邻养老社长期运营的最大障碍。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积极的、经济的养老服务模式，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可以作为家庭养老、机构

养老等方式的重要补充，今后要进一步发展，还须从三个方面加以完善和强化。

一是建立完善互助养老制度。做好农村养老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通过建立并完善农

村互助养老专项政策，加强养老服务专业人员动员、引导和培训，鼓励慈善志愿与专业服务的介入加以补

充。同时，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老年津贴等基本保障体系，将养老设施配备纳入村（社

区）建设规划中，健全完善政府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

有所学。

二是激活多元养老资源。除政府扶助外，推动社会各界参与，有效解决老人衣食住行和文化娱乐需要，

建立“家门口的养老院”，实现“让老百姓在家里开心养老”。尤其要鼓励、引导更多个人和社会组织介

入养老事业，利用市场的力量撬动养老产业，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挖掘其潜力，并给予不同

形式的奖励，不断增强互助老人和介入养老服务业的社会主体的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

三是稳定财政供给渠道。在互助养老土地供给、场地建筑、工商运营、吸纳投资、社会捐助等方面，

实行税费优惠政策，积极鼓励设区市、县财政对互助养老稳定财政供给渠道，花适量的钱达到最好效果。

通过财政专项发展基金、村（社区）集体经济、慈善捐助等多元化方式筹集互助养老资金，并做好资金定

向使用的监督管理与绩效评价，实现互助养老服务资源的精准化，同时使服务项目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进一步放大互助养老服务效果，确保互助养老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