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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军休干部的问题与需求 

——以南京市 X 区某军休所为例 

徐珀尧
1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 

【摘 要】：军队军事改革深化对我国军队发展变革带来深刻影响，就军休离退休干部工作而言，根据“完善退役

军人安置政策和管理机构”的要求,我国军休服务模式逐渐向社会化服务转型，军休服务机构逐渐向社会组织或非

企业单位的形式转型。在这个转型期，军休干部将面临哪些问题，又会有哪些需求，因此在生理与健康，心理认知，

社会与生活三个维度做出需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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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构及背景概述 

本次需求评估的项目是基于南京 X军休所进行的。该军休所始建于 2001年 3月，所内原有在所军休干部 231人，其中在世

79 人。建所以来，该所一直注意加强制度建设，抓好“两个落实”，围绕“六个老有”，实现“两个创新”，积极主动为军休

干部服务,形式多样，丰富了军休干部的晚年生活。 

然而，在当前军改深化大潮下，军休所面临军队转向地方管理以及向养老服务社会化服务模式转型。对此一些军休干部，

面临许多困惑和问题。本次需求评估的目的在于如何配合这次军休服务模式改革，找出军休干部的需求和问题，帮助军休干部

度过心理难关,完成由军队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2 需求评估方式方法及过程 

通过与军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初步了解,找出军休干部可能存在的养老问题，并对他们的需求进行分析,特别是在养老服务

社会化过程面临的新需求和新问题。由于条件限制，本次需求评估主要通过质性方式展开。笔者正式访谈了 79位健在老人中的

15位，并与其他军休干部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和了解。同时,笔者还对具体负责军休干部服务的干事科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针对

军休干部存在的认知差异，笔者着重进行了了解。 

3 评估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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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军休服务模式转型期出现的一些新现象，结合原来存在的问题，笔者主要从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三个角度对军休干

部的需求进行了分析。 

3.1生理与健康 

3.1.1医疗卫生服务 

在医疗保障方面，军队离退休干部比照安置地国家机关离退休公务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实行公务员医疗补助，享受同职

级离退休公务员的医疗待遇。可以认为,军休干部基本医疗保障是到位的。 

除了医疗保障，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退化，各种疾病出现，老人们对其他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而目前,X军休所仅能通

过与当地社区医疗服务站合作,为老人们提供定期问诊的方式提供所内医疗服务。在 80岁以上老人中，由于大病影响,大部分都

提出了送医到户的需求，另有近一半老人认为该所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在与两名工作人员的访谈中，都提到有些的

资金划拨和人员是制约医疗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L干事还提到了引入专门养老服务机构的可能性。她指出，将专业化养老服务

机构引入军休医疗养老服务中，是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有益尝试，同时也能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养老服务

机构在就近提供高质量、专业化服务的同时，需要收取可观费用，即使能够通过政府购买形式偿付一部分,军休干部仍然需要自

己支付一部分服务费用,这在一些老人们观念中不能接受。这样一来，希望就近接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愿望却不愿支付相应费用

的矛盾产生了。 

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另一个问题，即一些老人并不知道如何理财，合理支付能够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反之，也会面临

一些问题。事实上，军休干部由于较高的生活待遇和收入水平，常常成为医疗保健产品推销的对象。一些骗子们也盯上了他们，

独居老人受害尤甚。在笔者访谈的对象中，有 4位独居老人，其中 3位都与笔者谈起过被上门推销者忽悠购买保健品的经过。 

由此可见，在医疗服务方面,一部分老人对养老服务模式转型的认识不足,还停留在政府包办一切养老服务的认知中，加上

一些老人缺少基本理财和规划，使得医疗服务社会化在该所的推进面临障碍。老人们需要转变固有认知，培养合理的理财观念。 

3.1.2健身康乐服务 

根据访谈和沟通，在 X军休所范围内，军休干部主要通过参加自治活动满足健身康乐需求。老人兴趣小组主要包括:老年合

唱队、老年舞蹈队、老年编织兴趣组、老年摄影爱好小组等;还通过党支部组织一些出游活动。此外，每位老人还根据爱好，自

己会组织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他们通常会选择门球、乒乓球等运动以及麻将和中国象棋等棋牌类游戏。经过了解，很多老人离

退休后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变，十数年甚至几十年都是同样的生活方式。当然也有一部分军休干部（15%）表达了希望通过新媒体

满足健身康乐需求的愿望。 

由此可见，该所现有的健身康乐服务方式可以满足军休干部的基本需求。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开始有军休干部对健身

康乐服务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在这方面也有必要探索服务模式创新,满足新需求。 

3.2心理认知 

3.2.1战争创伤与缅怀 

在对 15位老同志的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有 7位老人存在一定程度的“战争后遗反应”，这 7位老人几乎都曾经在一线部

队工作过。他们的表现主要有，对那段战争的年代极度敏感，即一提到上世纪 30 或 40 年代,会有轻微应激反应;对逝去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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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怀愧疚，每当谈起时眼角湿润;对死亡有自己的看法。可以发现，尽管时间已过去 70 多年,有些老人仍然没有完全走出来,也

许时间可以淡化一切,全无法抹平创伤。 

在对战争经历的认识方面,他们并没有将这段经历当作值得炫耀的经历,他们认为自己的奋斗是应该的,是一种价值的实现。

甚至一位王爷爷要求保姆将勋章拿走。同时,这些老人都十分珍视自己的战争经历,他们缅怀的不仅仅是一段情节,这段奋斗史客

观上也是自己成长最快的时期，同时很多人的家庭也是在此期间组建的。 

对待生命和死亡的看法上,6 位老人表达出极为豁达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上过战场，早“死”过几回，甚至有些人本身是

战友的生命换来的,他们见惯生死,并没有普通老人表现出的对死亡的恐惧;其他老人也只是单纯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长一些，但也

没有极度渴望生,极度畏惧死。 

3.2.2原来军队的科层制带来的影响 

在与老人的访谈和交流中，发现尽管离退休很多年，他们仍然受到军队科层制影响，从居住区域，享受待遇，到人员称谓，

相互社会关系建立都受到影响。军职干部有自己的居住区域，师团级干部混合居住。相互称谓仍然会使用离退休以前的职位（特

别是职级较低的对职级较高者的称呼）。有些老人在离退休以后，没有能够马上转变角色,甚至离退休很长时间仍然处于军队原

有体系的影响下，没能认识到军队人和社会人的差异，这在过去单位制养老情形下可能影响不大,但是随着社会化养老服务模式

的展开和推广,甚至市场机制的引入，一些没有意识到角色转变的军休干部会觉得越来越不适应。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影响随着离退休时间而逐渐削弱，特别在年过 90的老人之间,他们最常用的称呼是“我们

几个老家伙”。 

由此可见，老人们不同于普通老人的地方在他们对死亡的看法，以及对开天辟地，建功立业的看法。但部分人也存在战争

创痛（有时是隐性的,或者被长期压制了），他们需要一定心理疏导,严重的需要心理治疗,将几十年来心中郁结之气排解掉,否则

随着年龄增长,负面影响将越来越严重。遗憾的是，目前 X军休所并没有开设心理咨询室，也没有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同时，有

些老人也需要及时做好角色转变的引导工作，以适应军休服务模式的转变。 

3.3生活变化 

3.3.1待遇的改变——以配车和住房为例 

根据 L 干事介绍，该所原来为每位军休干部都会配车。近年来，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除军职干部还享受专门配车以外，

师团级干部将不再享受专车待遇,师级干部仍然可以使用军休所用车，但不专用。这一转变一方面为时代所趋,另一方面也为军

休干部提出了出行代步工具的新需求。有些低龄军休干部（主要是 55 岁一 65 岁的老人）选择买车自驾；大部中低龄军休干部

（主要是 85岁以下）选择打车或公交代步，这部分老人对手机打车工具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对于高龄军休干部（85岁以上），特

别腿脚不便的老人，确需外出的，会选择由子女驾车陪同。由此衍生的问题,主要是停车位的划定和选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也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军休所为每户分配的车位以一户一位定额。实际操作时,不少军休干部对车位的需求都大于一，对停车位

区位也有要求和冲突，尽管没有明说，有时只能根据职级来安排。事实上在与一些军休干部交流中,他们提出过几年以后，是否

可以根据普通社区的通行做法，即通过支付方式购买车位,先付先得。 

在住房方面，一些健在老人对子孙代住房问题存在顾虑,希望在他们过世以后，组织能够为子孙住房问题（有些子女和孙子

女是和他们一块居住的，并没有分离户口）提供安排，几位年近百岁的老人都表现出类似顾虑。事实上,L干事介绍说,根据现今

政策，离休干部过世以后，住房是可以让子代继续居住的,但孙代不可以居住。该所的实际情况是,很大部分离休干部已经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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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人过世，有些过世时间较长，甚至超过 20年），有些子代也将过世，他们的孙代将面临住房选择的问题。 

3.3.2军休机构与老年人的关系 

军休干部养老服务模式转变也导致了军休服务机构性质转变，大趋势是军队所属（军队所属军休所）向地方事业单位（地

方军休所）转变，由地方事业单位为主向发展非盈利性社会组织转变（军休服务管理中心）。军休机构工作人员角色将由管理者

为主,服务者为辅转变为纯粹的服务提供者或服务提供的联系者，军休机构工作人员不再“包揽”军休干部的生老病死,只提供

相应军休服务或者引进专门社会服务机构,由军休干部自主选择,并且支付一定费用。根据对 15 位军休干部的访谈,老人们都知

道社会化服务,然而并没有一位老人意识到这种变化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只有一位军休干部认为这种转变趋势仅仅对军休机构工

作人员产生影响,对军休干部影响不大。然而，在涉及具体问题,譬如计划引入专业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等问题时，部分军休

干部又对服务可能收费表示困惑和不解。这种矛盾表现出部分军休干部还没有做好应对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准备，需要转变认知，

他们对社会化服务抱有与原来单位制服务相同的期待,者也需要引导和调整。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评估分析，军休干部在军休服务模式转型期主要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可以分为原来存在的和新生的两部

分。其中，战后创伤和缅怀经历，医疗上门服务为固有需求,这些可以通过社会化服务，引进相关的心理和医疗服务得到改善，

而待遇转变以后的适应性过程,对军休社会化服务的认识和接受需要引导和帮助,这是军休服务模式转型期带来的新问题、新需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