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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指出重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始

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改善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状况。处理好农村养老问

题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随着中国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增高，

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紧迫的民生问题之一。长治市虽然养老资源丰富，但受到政策、资金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养老方面的发展仍然比较缓慢。同时长治市养老服务起步较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农村养老

基层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养老政策体系不完整，模式单一，等养老问题更为突出。文章从长治市老年人

口的基本情况入手，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完善基础设施，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合力推动多种养老新模式

等对策，旨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动长治市农村养老问题的不断完善，推动长治市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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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October 18, 2017,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proposed. The report highligh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a top priority in resolving the issue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three rural issues”), with an aim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agri-
culture and rural areas. Properly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elderly care in rural areas can help dri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better address the “three rural issues”.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issue of el-
derly car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urgent livelihood issues at present. Although Changzhi City 
is rich in elderly care resources, its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has been relatively slow due to in-
fluences from policies, funds, and other factors. Additionally,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hangzhi 
City started late with relatively backward infrastructure. The grassroots service system for elderly 
care in rural areas is not well-rounded, the policy system for elderly care is incomplete, and the 
models for elderly care are monotonous, making elderly care issues more prominen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angzhi City and proposes measures to 
improve infrastructure, enhance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and jointly promote a variety of 
new models for elderly care. The goal i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issue of rural elderly care in 
Changzhi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us promoting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in Changzh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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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个家庭深切关注的焦点，农村养老

成为了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农村老年人对养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许

多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导致农村空巢老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十四五”期间，长治市即将转为中度

老龄化社会，农村的养老问题尤为严重。根据《长治市第 7 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告》结果显示，长治市的

常住人数高达 318.09万，当中 60岁及之上的老人比例高达 19.15%，65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也高达 12.96%，

这表明长治市正处于近乎深度老龄化的社会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乡

村振兴的目标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有助于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同时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重点与难点，针对长治市的农村养老状况，我们应当深入探讨问题及其成因，提出实实在在可行的

改造措施，努力推动长治市的发展[1]。 

2. 乡村振兴背景下长治市农村养老的基本情况 

2.1. 乡村振兴背景下长治市农村老年人口基本情况 

长治市辖 4 区 8 县，18 个街道、32 个乡、78 个镇、2436 个村民委员会、170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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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 318.09 万，截止 2020 年底，全市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 60.9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19.15%，

65 岁以上老人有 41.2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 12.96%。近年来，长治市高度重视发展高质量养老服务，不

断探索创新，逐步构架起“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深度融合”的新型养老服务

体系，形成了“党群服务中心 + 养老”“社区卫生服务站 + 养老”“物业 + 养老”等多种嵌入式居家

养老模式，让老年人在家中、在社区就能享受到更加精细、多元的服务[2]。 

2.2. 长治市关于农村养老主要政策 

长治市在其《长治市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完善城乡社区为民服务功能

的计划。通过这项计划，我们将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提供完善的城市、农村、社区等多种形式的基础

性、便捷性、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使得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最优质的健康保障。应该加强对“空心村”

治理的支持，着力提高完善贫困村的基础建设，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民工就业、教育、文化的培训，

全面提高贫困村的城镇居民的身体健康，促进其发展[3]。 
长治市“十四五”规划旨在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短板，构筑“三级”完整的养老服务网络，把农村

养老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点，努力实现城市与农村的有机融合，形成完整的城市与农村的联动发展格

局。根据当前形势，政府决定推广农村互助养老，在各地建立一个专门的养老服务机构，包括村庄和社

会福利院，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支持，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生活。针对农村的发展，政府将大力推进

社区建设，建立起更加完备的社区基础设施，以及更多的社会互助活动，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

求。同时，积极推动社会互助养老，建立起更加完备的社区环境，以及更加便捷的社区活动。 
长治市积极推进“政府部门领导、社区积极参与、行业运营、协调开展、保证基本、普惠多样”的

老龄化管理模式，努力实现养老项目的全面覆盖，以提供优质的养老保障，促进居家和社会养老的协调

开展。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变迁，“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旨在满足老年人的不断增长的养老需

求，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一需要，市民政厅将与相关部门共同努力，着力改善养老项目的基础设施，扩大

其覆盖范围，并且大力提升其专业技术水平，以达到更好的服务效果。 

2.3. 长治市农村养老机构建设成效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长治市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推

进乡村振兴和解决养老问题。为实现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城市的统筹发展，政府采取了多项有效的举

措，包括：扩大投融资范围，改进投融资方式，增加建设投入，以及完善有效的监督与维稳机制，以期

达到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效果[4]。 
长治市政府近日发布《长治市老年人权益保护管理条例》、《长治市居家养老工作管理条例》和《长

治市养老管理条例》，旨在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并且改善养老机构

的运营水平。根据长治市民政局的统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普及率和服务质量水平都达到了国家规定

的要求，其中包括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水平、更高的消防安全水平以及更加完备的养老生活服务系统。

此外，为提升老龄化服务水准，长治市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如推行助餐制度、增加社区日间护

理服务、搭建老龄化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在过去的几年里，长治市的农村地区已经有 97 家养老院，

并且有 1856 张床位被用于更换和维修，使得整个市的总床位数已经超过 2.8 万张，并且所有的医疗保障

都得以 100%的提供。农村互助幸福院也在逐步提高质量和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5]。 

3. 乡村振兴背景下长治市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 

3.1. 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在《长治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为了实现农村复兴发展战略，必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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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强对农村人居环境的保护和优化。然而，在长治市的大多数农村地区，都主要存在生活服务设施和

医疗服务设施方面相对缺乏的问题。此外，集体土地的建设利用率不高，导致很多空间被浪费，无法满

足农村养老服务的基本需求，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老年人自身的生活质量。这主要是因为农村经济落后，

缺乏建设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设施的资金[6]。 
首先，从生活服务设备的建设来看，老年人的食堂、超市、银行以及快递站等基础设施方面不完善，

水、电、网的相关设施也不全面。另外，轮椅、拐杖等老年人使用的工具不能被充分的安置在老年人活

动场地，并且也缺乏专门给老年人服务的安全通道，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老年人的安全疏散就出现了问

题。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改善这些情况，以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其次，医疗卫生机构属于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相对于城镇来说数量较少，并且据《中国卫生和计

划生育统计年鉴》可知，截止到 2021 年农村的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量为 46,600 个，发展的水平还远远

不够。首先很多人不愿意去县医院或者市医院看病的原因主要还是医疗费用高昂，路途遥远交通不便，

大部分农村老年人看病还是选择在本村的小诊所，但农村的诊所中大多较为一些比较简单的医疗设备。

其次诊所内的乡村医生有的是经过专业学习过的，有的是半路医生，跟着大夫学的皮毛，医生的专业性

有待提高。另外诊所的药价越来越高，这也给本村老年人看病加重了经济负担[7]。 

3.2. 农村养老基层服务体系不完善 

在农村地区，提供养老保障服务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努力改善老龄化服务水平，

拓宽乡村社区互助福利院的范围，使之不至于被其它地区所超越，但是，这种做法也未能充分体现出发

展的重要性，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保证基层服务水平的重要性。为此，长治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制

订居家养老服务管理中心、乡村福利社区互助院、日间照料站的等级标准，并且市、县两级的民政部门

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实施抽检、暗访、收集反馈意见，来确保老龄化服务水平的有效性。第一，

长治市的农村发展状况多样，地方政府在全市发展的宏观指导下，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当

地的政策，但由于统筹范围有限，导致长治市农村养老服务政策的分散性和不协调性。另外，为顺应经

济发展方向，发展中心仍偏向于城镇，农村养老服务政策发展缓慢，统筹水平不高。 
第二，长治市的养老资源缺乏统一管控，大部分的社会养老服务仍然停留在乡镇，而且缺乏一些必

要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如紧急救助、护理、心灵抚慰等。一些养老院或社区缺乏专门的活动场

所和设施，活动空间狭小，设施简陋，难以提供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此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农村

范围内的覆盖面也较城镇有所不足。 

3.3. 农村养老监管体系不够完整 

高质量提供养老保障在农村地区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是许多地方政府为了使地区发展速度高于其

他的农村或者城市，将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提高服务质量、增加养老机构数量和扩大农村互助幸

福院的覆盖范围，在发展的进程中，监督和发展共存的理念被忽略。例如，长治市其针对居家养老服务、

农村幸福互助院提出相应措施，对养老机构和养老中心的建设规模大小、功能的设置、卫生安全以及服

务水平等方面进行评定和管治。各个市、县级民政部门采取措施对具体的养老服务进行监督，具体措施

包括：不定期的检查、暗访以及通过人们群众的投诉举报。但是，这个评定标准具体如何实施目前还不

确定，下级各乡政府在管理这些养老机构和养老中心时决定权限过大。长治市提出相应措施来使养老综

合监管体制更加健全，以及加强养老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机构备案、运营秩序、资金投入等方面实

行综合性监管。但是，即使将来期望达到的目标已经被制定，但是直到今日仍然没有一套标准的实施细

则。在市级层面来说，与农村甚至城市关于养老服务发展的监管制度密切相关的政策较少，所以，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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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设立有关农村养老服务的监管体系被看做是农村养老问题的核心。 

3.4. 农村养老模式单一 

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需要确保农村的生态环境宜居，同时也需要保障农民的生活富裕。对于留守

老人来说，他们不仅面临经济来源的缺乏和精神慰藉不足的问题，还存在家庭养老弱化和养老方式单一

选择的困境。首先在养老设施方面，目前农村的养老服务主要以敬老院为主，然而主要是具有互助特点

的幸福院去给予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其次在政府供给的内容上，可以发现，政府依旧非常关注养老机构

的建设以及基础设施等实物养老设备，这主要是物质方面的供给，但是关于医疗、精神等方面非实物方

面的养老软服务投入非常少。最后在硬件供给上看，即使农村幸福院、村内卫生院、生活广场等服务设

备在样本区域内投入力度大，但是设备的利用率很低，而精神上的慰藉、医疗卫生服务等软件服务占比

低。比如，从医疗健康方面来看，政府每年都会将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发布在官网上，数

据中包含的内容也仅仅包含医疗卫生健康机构的数量，卫生人员数量、医疗机构的床位数量等等，报告

中数据偏向于医疗机构的硬件设施的投入，不会过多的阐述软性服务。硬件上，政府已经完成了农村卫

生室“一村一室”的全覆盖建设。但是，卫生院中医生的专业水平不均衡，软实力层次不一致，这就致

使很多老人更愿意去镇上或者就近的诊所看病，不愿意去本村的卫生室。除此之外，每逢节日时，各级

政府会组织一些活动去问候老人，送一些现金、米面油等物质方面的慰问，社会群体在帮助农村特殊人

群时，也通常会向人们捐赠一些食品、物品等实物。 
由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留守老人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对非物质类服务的需求逐渐加强，其中

有更加具有多样性的文化活动，医生医疗专业水平的提升以及更加科学健康的饮食。但是，现在农村养

老非物质类服务的匮乏，是未来发展的瓶颈。从硬件方面来看，即使农村的医疗机构已经被全方位的建

立，但是卫生室的医生医疗水平和软实力参差不齐，导致有些老人不得不选择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

镇上或邻村的诊所就医。此外，政府和社会力量在慰问老人时，大多只关注物质类的捐助，需要更加关

注老人的心理和社交需求。因此，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需要更多地关注非物质类服务，并提高卫生室医

师的医疗水平和软实力水准。 

3.5. 农村养老供给主体单一 

长治市的乡村振兴计划正在努力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但仍然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既

要满足自身的养老需求，又要享受到家庭的温暖。目前，尽管一些农村地区设立了“幸福院”等养老机

构，但由于管理不善和低效率的问题，这些机构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另外，由于许多社会力量不愿

或不主动进入农村市场提供服务，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仍然以政府给予的社会保障等长期服务为核心，

与此同时，由家庭和政府机关的党员干部给予短期服务。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来看，截

止到 2021 年，农村常住人口老年人口抚养比为 30.12%。虽然抚养比在逐年增加，但总体来讲还是偏低。

但是，这些服务的时效性不长，连续性较差，所以，政府依旧在长期农村养老服务上发挥着主要作用。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家庭是养老服务的中心，但是，面对许多子女都倾向于外出打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的变化，家庭供养的作用被逐渐削弱。尽管政府已经介入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其中包括将机关党员干部

与贫困户结对帮扶等，但这些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老人的需求。政府对国家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供给

中占据主要地位，并通过发放养老保险金、高龄补贴、特困供养金等方式来提供服务。虽然政府成为了

养老服务的主力，但仅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是不足以解决所有老年人的需求的。因此，需要继续加快完

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同时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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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乡村振兴背景下长治市农村养老的对策 

4.1.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养老质量 

《长治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实现全民共享小康生活，构筑经济

发展新格局，打造美丽长治、繁荣昌盛的新型乡镇，必须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完善乡村基础建设，

推进城市相互之间的交往与协作，实现城市与农村的有机融合。长治市农村地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各级政府部门要做好分工合作，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机遇，多方筹措资金，加强农村养老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道路交通设施，方便农村老年人出行；加强对健身设施的资金投入，并定期修理，提高

其利用率，以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医疗卫生设施是农村老年人必不可少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必须加大力度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政府也要加大财政投资力度，为农村诊所提供必要的优惠和资金

支持，增加医疗硬件设施，同时吸引专业医疗服务人才回村做贡献，政府提出相关政策，加大对人才返

乡的支持力度，整体提升农村医疗服务人员的专业度。 

4.2. 健全农村基层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养老支持力度 

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没有子女、没有配偶以及没有生活来源的老年人都被涵盖在五

保范围内，政府采取措施，提高五保的养老准则，并且不断加强农村五保供养机构的功能。为了更好地

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我们可以借鉴以往的经验，并结合当地的文化、社会环境，打造一系列的养老

机构，如社区医疗、日间护理、社区教育、社区文化娱乐、社区健身、社区文化阅读、社区文化艺术节、

社区文化艺术团体、社区文化艺术馆。通过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利用社区的积极性，鼓励家庭成

员积极参与社区的日常事务，提供社区的支持与帮扶，并且在社区安排志愿者，以此来保障老年人可以

得到足够的帮扶和支持。 
二是建立城乡协作机制。加强城乡养老机构间的合作，促进城乡养老机构之间的交流，保持其稳定

持久的合作关系，保证双方在设备、技术方面的互帮互助，促进农村养老机构服务水平的提高，与此同

时，成立跨地域养老服务合作机制，来增加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扶持。这样做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村老

年人的养老需求，缓解城乡之间的服务不平衡问题。 

4.3. 注重农村养老服务政策体系的建立 

长治市的养老规划旨在促进当前的农村养老服务，因此，政府有必要出台有效的“普惠式”规划，

加强对养老规划的实施，为当前的农村养老服务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从而促进养老规划的有效实施。

为了应对农村养老的不均衡状况，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对养老医疗用地进行精细的规划，完善养

老机构的功能布局，加强养老机构的运营管理，建立完善的健康医疗服务网络系统，推动医养康养的融

合，达到医疗服务的全覆盖面，最终达到乡镇医疗服务的均衡发展。当前，地方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把

最根本的问题变成促使社会参与的动机，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养老服务政策，

以促进当前农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了满足农村老人不同层次的需求，应以需求为导向，从低到高逐步提升服务水平，同时推进政策

完善和改革。为更有效地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应编制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政策清单，将其中的各项内

容按照需求归纳整理，然后由各级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编写具体的工作计划，努力将有利于促进社会发

展的有效措施落到位。 
为实现农村养老服务的制度政策保障，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和资金筹措力度，并加强组织领导、落实

责任主体、强化部门配合、加强督导考核等措施。为了保障公众的安全，严格执行有效的监督措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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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由各个部门共同参与的监管机制，来确保养老机构的正常经营。此外，还需要密切跟踪和评估养

老服务行业的违规情况，积极开展有效的政策宣传与风险预警。为了提高养老质量，必须严格监督并维

护养老场所的安全，并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以确保老年人的利益，这些措施将为农村养老服务的弹性

和延续性提供制度保障。 

4.4. 合力推动多种养老新模式 

随着农村人口日益增多，构建多层次的乡土养老保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这个体系主要是使居家、

社区建设、机构提供服务，这三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丰富养老服务资源的供给途径，在不断发展中

演变出多种更适合老年人的新型养老模式，以解决目前农村养老中存在的困难。 
一是成立居家养老中心，发挥出居家养老的优点。居家养老意味着老年人主要活动是在自己的住址

周围，主要由政府以及社会来给予多方面的养老服务，这符合中国的特色。根据全国各个地区的实践可

以看出来，每个地区都应该充分的与本地的特点相结合，由此，建立多重居家养老模式。 
二是以乡村振兴探索创新社会养老服务模式。长治市正在努力寻求更加有效的解决办法来促进农村

养老信息服务的创新。“互联网+养老服务业”模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解

决当前的问题。另外，长治市也在努力开拓智能养老服务的领域，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如大数据、云

计算，来提升居家养老的效率。 
三是大力推动养老机构的发展。为了达到各种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政府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推进

养老服务进程，积极引导各类社会群团组织、以及个人参与其中，以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如提供

更高标准的住宿、餐饮、医疗、康复、教育、文娱、休闲、健身、旅游、家政、学习等服务。另外，为

提供更加全面的养老服务，能够使用现存的养老院等服务设施，以改善服务条件、增强服务功能等方式，

给予家庭困难、失能、半失能的留守老人充分的生活照顾。 
为了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双提升”的软硬件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政府应当加大对居

家养老服务的投入，鼓励养老机构根据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照料服务，以满足他

们的需求。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的健康需求，我们应该加强医养结合服务，推动社区卫生机构、养老机

构、敬老院、村卫生室以及农村互助幸福院的综合发展，实现它们之间的有效衔接。 

4.5. 丰富农村养老供给主体 

丰富农村养老供给主体，离不开政策和资金的支持。长治市已经采取积极措施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养

老问题，制定了多项计划来支持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计划包括：发展多种养老方案，如机构养老、居家

养老、日间护理和医养相结合，大力发展公共养老场所等。通过采取各种措施，能够更好地满足老年人

日益增加的各种层次的养老需求，并帮助他们更好地享受到快乐、舒适和安心。建议通过完善政策制定

流程，建立特殊的补贴机制，来加快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以便更好地帮助农村留守老人。 
丰富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资金，保证农村养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可以

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加养老服务的资金，例如，可以通过加大彩票公益性投入比率来满足农村养老服务的

资金要求。还可以对“费随事转”机制的严格实施，保证用于农村养老服务的资金与其他村务的经费互

不干扰。有利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能够更清晰、更高效率地与政府职能部门完成相关养老服务的任务。

通过以上举措，可以为农村养老服务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提高服务质量和覆盖率。 
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提供的内容缺乏多样性。鼓动社会多方面参与，有助于缓

解政府以及家庭对于养老服务的压力。同时可以将企业中的运营经验和志愿者组织中的公益想法运用到

养老服务的建设中，以达到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目的，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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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思想的重要保障，其中孝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

一，孝文化对于农村留守老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普遍希望子女能够履行养老责任和义

务。从农村老年人的思想层面入手，精神方面带来的慰藉更容易通过家庭养老的方式中获得，这也是现

在农村的老年人更多的依赖家庭养老的原因。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丰富养老供给主体的同时，也

应加大孝文化振兴的力度，保留家庭养老的方式，重新定义家庭养老，使其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长治市老年人口情况和当前主要养老政策入手，分析了长治市农村养老发展缓慢的原因，

主要有基础设施滞后、养老基层服务体系不完善、供给主体单一等相关问题。农村养老问题是目前社会

广泛存在且备受关注的问题，因此长治市应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解决农

村养老问题，促进长治市经济的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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