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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中国农村互助养老大多数仍停留在非正式的互帮互助阶段，相关组
织功能尚待充分发挥。

中国老龄协会日前在京发布《中国农村互
助养老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充分发挥农村
基层组织的能动作用，推动互助养老，是解决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

根据 2020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
2020年我国乡村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乡村总人
口的23.81%，比城镇高出近8个百分点。而根据
全国老龄办的预测，到2035年，我国农村60岁及
以上人口在农村人口中的比例将升至37.7%。

“我国养老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该
报告的课题负责人、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院副教授刘妮娜说，一方面，农村老年
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农
村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市场养老有效供给
不足。中国农村互助养老虽然由来已久，但大

多数仍停留在非正式的互帮互助阶段，农村互
助养老相关组织功能尚待充分发挥。

报告认为，今后 10 年是构建老龄服务保
障体系和老龄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而互
助养老具有低成本、非营利、多元参与、灵活多
样的特点，应弘扬农村互助文化，多渠道筹资
增加农村互助养老资金支持，加强农村互助养
老组织建设，还应加强规范指导，提高互助养
老的服务质量，同时盘活存量资源，提升农村
互助养老设施的功能。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
长吴玉韶认为，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是基于农
村地区实际情况和资源禀赋优势解决我国农
村养老服务难题的重要举措，要将互助养老置
于农村社区环境建设、农村互助文化繁荣、农

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农村社会资本重构的背
景下，从打造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共同体、提升
农村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角度来推进实施。

据了解，《中国农村互助养老研究报告》由
中国老龄协会委托华北电力大学老龄科研基
地，基于 2017 年至 2020 年对北京、上海、河北
等 9 个省区市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状况实地调
研完成。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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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互助养老需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

每天下午 3 点，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声，江
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高店社区长者驿家内，66岁
的徐锦成老人跟着音乐节拍舞动着手臂。徐
锦成退休后，被这里“全托照护+医养结合”的
养老模式吸引，决定在这里颐养天年。以前沉
默寡言的他 2018 年在这里入住后，像换了一
个人，大家都称呼他为“高店舞王”。

在南通，像这样以机构养老为支撑、社区
养老为依托、居家养老为基础的“链式养老”服
务模式，通过充分发挥养老机构专业人员、专
业设施、专业技术的优势，承接运营养老机构
周边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居家养老服务站，
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医、康复
护理等专业养老服务。“链式养老”服务模式打
破了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的边界，破解养老

痛点，让越来越多老人实现在家门口幸福养
老。

南通是著名的长寿之乡，常住人口老龄化
率已达 30.01%，60 岁以上常住老人有 231.86
万人。全国 149 个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地
级市中，南通位居第一。因传统生活习惯等因
素，南通 90%左右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不少
居家老人，尤其是患病老人都面临着照护难的
困境。

2017年底，南通以入选全国第二批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单位为契机，加快推进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发展，全
面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综合服务能力。2018
年起，南通市通过推进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在实践中蹚出一条“链式养老”的特色之

路，形成覆盖全市 98%老年人口的居家和社区
养老政策保障体系。

家住南通市崇川区福民景苑的沈军（化
名）今年 80岁，重度失能，长期卧床，每月需去
医院换一次尿管。如今，他的难题解决了。南
通万福护理院的医护人员上门服务后，他在家
就能换尿管了。沈军的家人感激地说：“以前
每月去医院，太奔波，现在护理人员上门服务、
定期观察，真的省心省力。”

目前，南通已有 27 家养老机构承接运营
了 43家街道（乡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 706
个社区提供专业化、精细化养老服务，受益家
庭超过 23 万户。南通市民政局副局长吴明华
说，“链式养老”服务模式体系已在南通形成，
在南通市区已经实现全覆盖。 据新华社

江苏南通：“链式养老”破解养老痛点

在河北省尚义县下马圈乡，老人们在当地
幸福互助院内挑选衣物。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