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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步入“十四五”时期，我国已然正式步入中度老龄社会，养老问题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全社会聚焦的热点

议题。相较于城市而言，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愈发加深，养老问题也更为棘手。故而，解决农村养老

服务问题，无疑成为了积极应对老龄化浪潮的关键核心。在农村人口老龄化态势严峻且空心化现象突出

的大背景之下，互助养老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养老模式，顺势成为了解决农村养老难题的可行之策。本文

以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为例，对其不同互助养老模式类型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在目

前运行的基础上还应强化老年人认同感，培育互助养老信任基石；结合建设实践，优化机制建设；发展

村集体经济，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深化医养结合体系；有助于切实提升互助养老服

务的质量与效率，有力助推其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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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 has officially entered a moderately ag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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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issue of old-age care has indisputably become a hot topic focused on by the whole society. 
Compared with urban areas, the aging of rural areas is deepening, and the problem of pension is 
also more difficult. Therefore,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ural pension services has undoubtedly be-
come the key core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aging wav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evere aging 
trend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prominent hollowing phenomenon, mutual pension as a sup-
plementary pension model has become a feasible strateg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pension. 
Taking rural mutual pension services in Gan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different mutual pension model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on the ba-
sis of the current operation, the sense of identity of the elderl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cornerstone of mutual care for the elderly should be cultivated. Optimiz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construction practice; develop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broaden the 
channels for raising funds; improve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and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medi-
cal and elderly care systems; It will help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utual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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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这一趋势愈发严峻，并显著地呈现出城乡之间老龄化程度的不均衡现象。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9697 亿，占总人口的 21.1%，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为 2.1676 亿，占比 15.4%。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高达 23.81%，较

城市高出 7.99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凸显了农村养老问题的严峻性与紧迫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积

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全面优化并发展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相关政策与机制”。在推动实现全

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宏伟目标中，农村地区无疑是关键所在与重要突破口。我国农村地区拥有

超过 1 亿的老年人口，其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市，甚至有四分之一的农村已提前迈入超老龄社会门槛。

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剖析了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具体实践案例，系统性地揭示了该领域中存在

的供需失衡现象及其根源所在，并据此构思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治理策略与思路。此项研究不仅迫切响应

了甘肃省解决本土养老难题的实际需求，更为国内其他区域在探寻适宜自身发展的养老路径时，提供了

宝贵的参考范例与深刻的启迪，展现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2. 农村互助养老的概念认知 

在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资料的梳理过程中，发现目前对于农村互助养老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化定义，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它并非一个新兴概念，而是深深植根于我国农村社区的历史传统与实践经验之

中。追溯其源，农村互助养老的理念在我国古代农村社会便已初现端倪，诸如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

描绘的“大同”社会，是一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以及孟

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是对互助养老的一种高度概括和赞许。他主张在关爱自己长辈的同时，

也要关爱他人的长辈，体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均是对这一古老而朴素养老模式的深刻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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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述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我们理解现代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镜鉴。 
关于农村互助养老的属性定位，学术界目前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视角与激烈讨论，学者间的观点分

歧显著，这主要源于他们各自独特的分析维度与侧重点。一方观点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根植于对特定老

年群体需求的深刻洞察，聚焦于那些生活自理能力受限且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人，通过提供必要的生活

照料服务，扮演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重要补充角色。此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被赋予了鲜明的辅助性

与针对性，是针对特定社会现象与需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1]-[3]。另一派学者则强调其综合性与创新性，

他们认为农村互助养老不仅融合了家庭养老的温情与社会养老的广泛资源，还通过互助机制的创新，实

现了两者优势的有机结合。这种新型模式超越了传统养老框架的局限，以更加灵活和包容的方式满足老

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展现了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潜力和社会价值[4] [5]。 
同时，也有学者以批判性视角审视农村互助养老的现状，指出其在专业化程度、规范化管理及制度

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认为其目前仍处于过渡阶段，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限制。这一观点聚焦于模式

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呼吁加强相关领域的建设和完善，以推动其向更加成熟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此外，

还有学者从支持体系的构成出发，强调农村互助养老的社会化属性。他们认为，该模式之所以能够有效

运行并持续发展，离不开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以及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支持与参与。这种多

方共治、资源共享的模式特征，不仅体现了农村互助养老的社会化趋势，也为其在未来的养老服务体系

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奠定了坚实基础[6] [7]。 

3. 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 

甘肃省在农村互助养老领域展现出积极的探索精神与前瞻视野，当前正全力推进三种核心互助养老

服务模式，这些模式不仅深刻体现了邻里间互帮互助、互惠互利的优良传统，还成功构建了一个高效运

转、和谐共生的良性循环体系。 

3.1. 政府主导模式 

在甘肃省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与发展中，庆阳市庆城县政府主导建设的 “陇原红石榴”农村互助

养老家园极具典型意义，为农村养老模式探索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推动作用，规

划布局时充分考虑农村老人实际需求和地域特点，选择交通便利、公共设施完善区域，既方便老人出行

与生活，又利于整合资源奠定可持续发展基础。资金投入方面，政府展现高度责任感与担当精神，提供

足额建设资金确保硬件设施完善，还设立运营补贴，为长期稳定运营提供坚实经济保障，缓解资金压力。

家园设施建设全面且人性化，居住房间舒适安全、设施齐全，餐厅饭菜营养均衡，医疗保健室实现医养

结合，文化娱乐活动室活动丰富，满足老人精神文化需求。服务人员方面，政府积极组织培训专业护理

人员和志愿者，专业护理人员提供全方位专业照料，志愿者给予情感支持与生活协助，专业与志愿相结

合保证服务质量与社会关爱精神。为确保可持续发展，政府建立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定期严格检查评估

服务质量、设施设备、安全管理等，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保障服务水平和运营安全，同时鼓励社会

各界参与监督，广泛听取老人及其家属意见建议，形成政府监管、社会监督、服务对象反馈相结合的监

督管理体系，不断提升服务质量[8]。“陇原红石榴”农村互助养老家园的成功模式，为其他地区农村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与推广价值。 

3.2. 村级幸福互助院 

金塔县金塔镇金大村互助幸福院，该幸福院占地面积 190 平方米，专为满足老年人就餐、活动、休

息等基本需求而设计，配备了齐全的厨房设施和能容纳 40 人就餐的餐厅，以及设有健身器材的室外活动

场地，并铺设了防滑地砖以确保安全。此外，它还与邻近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共享文化娱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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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金塔县民政局今年以乡村“小食堂”为切入点，致力于解决老年人面临

的吃饭难、精神孤寂等问题，通过深入调研和统筹规划，形成了县乡村养老服务“一盘棋”的发展格局

[8]。在盘活闲置资产的基础上，全县已开工建设 6 个村级互助幸福院，并成立了项目工作专班，明确了

工作责任，推进了项目进度。 
为确保互助幸福院的可持续运营，金塔县民政局完善了政策支持，制定了《金塔县村级互助幸福院

运营管理细则(试行)》和《金塔县互助幸福院助餐运营方案》等文件，明确了运营管理、监督管理和考核

考评等内容，并合理确定了助餐服务对象、内容和补助标准。同时，构建了服务网络，强化了运营监管，

通过招标引入第三方运营管理，并借助金塔县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实现了“自助餐 + 点餐 + 送餐”

相结合的老年助餐模式。这种“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社会捐一点”的运营方式，不仅

提升了服务质量，还有效满足了老年人的助餐需求，让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更加便捷、实惠、暖心的餐饮

服务。 

3.3. 田园式互助养老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靖安乡创新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田园式互助养老之路，有效解决了

农村养老难题。该乡以“举生态旗、做水文章、打果蔬牌、走特色路”为发展指引，按照“五个样板”

“五个示范”标准，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整合利用闲置资源，

投资 600 万元建设了靖安幸福家园，为老年人提供了包含居住、餐饮、休闲、健身等全方位的生活设施

和服务。特别考虑到老年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乡政府还联合多方力量，解决其基本生活、医疗及日常所

需，确保他们住得起、住得好。靖安幸福家园的建设不仅注重硬件设施的完善，更重视保持乡土田园的

生态和谐，为老年人打造了一个亲近自然、环境优美的养老环境。同时，该模式鼓励老年人保持原有的

生产生活方式，如种植等，既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也促进了身心健康。为增强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

和多样性，靖安乡还积极调动家庭和社会力量参与，形成了政府、家庭、社会三者共同支持的养老格局。

通过签约医疗服务、志愿服务队的定期探访和各类关爱活动，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得到了妥善照料，精神

生活也更加丰富。此外，靖安乡还注重通过志愿服务和主题活动，弘扬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提升乡风

文明。一系列志愿服务和关爱帮扶机制的建立，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多维需求，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

进步。 

4. 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的路径障碍 

近年来，在政策的积极引领与农村养老问题日益凸显的现实双重驱动下，甘肃省内涌现出了一批卓

有成效的农村养老典型案例，彰显了创新养老模式的活力。然而，尽管部分区域已率先探索并实施了互

助养老模式，其参与广度与服务深度仍显不足，难以全面释放其应有的效能与潜力。同时，不容忽视的

是，众多地区在互助养老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空白状态，导致农村互助养老在数量覆盖与服务质量

上均面临供给效率偏低的挑战。这一现状主要受制于以下几大路径障碍。 

4.1. 思想观念固化，互助养老思想淡薄 

老人们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认同度，直接关乎其选择入住互助幸福院的意愿，而当前甘肃省乡村

地区的这一认同度尚显不足。这背后，多重因素交织影响：首先，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是一大障碍。

许多老人将入住互助幸福院视为子女不孝的象征，担心此举会损害自身名誉与自尊，从而在心理上产生

抵触情绪。这种观念不仅让老人难以迈出关键一步，也无形中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压力与误解。其次，信

息宣传的缺失与误解加剧了认同度的低下[9]。许多村庄在推广农村互助养老时，未能充分传达其正面意

义与价值，导致部分老人及家庭将互助幸福院误解为专为“五保户”设立的救济所，从而对其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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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的差异也在此处显现，较高文化水平的老人及子女相对更易接受新事物，对互助养老持开放态

度，并能更有效地接收相关信息。再者，“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农村地区根深蒂固，家庭养老作为长

期以来的主流模式，被广大老年人视为最理想的养老方式。这种观念上的惯性，使得互助养老这一新兴

模式在推广过程中面临不小的认知挑战。 

4.2. 细化政策缺位，缺乏制度保障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老龄事业发展的日益重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被正式纳入《“十四五”国家老

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及多个省级发展蓝图之中，展现了其作为农村养老创新模式的重要地

位。然而，这一模式的推广与实施却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法律法规的缺失与不明确。具

体而言，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推进过程中，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法规指导，各地难以形成统

一的标准和规范体系，这不仅影响了服务质量的提升，也制约了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法律法规

的空白还使得互助养老在遭遇纠纷或挑战时，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保障，进而削弱了参与者的积极性和

信任感。在甘肃省，虽然《甘肃省养老服务条例》的颁布为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撑，但

在互助养老模式的具体实施层面，该条例的指导作用仍显不足。缺乏详细、具体的实施细则，使得许多

农村地区在推进互助养老时感到迷茫和无力，从而采取了观望态度，缺乏必要的动力和资源投入[10]。此

外，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内部管理上也暴露出明显短板。当前，大多数互助养老设施依赖于入住

老人的自我管理，这种自治模式虽然体现了民主参与的精神，但由于缺乏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和专业

化的服务指导，往往难以保证服务的高效性和专业性。长此以往，不仅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可能受到影响，

互助养老模式的整体发展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4.3. 村集体资产有限，非经营性资产稀缺 

甘肃省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西北地区的特殊环境下，其发展之路既充满挑战也孕育着希望。该

模式面临的首要难题是资金筹集，这主要是由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有限，特别是非经营性资产的稀缺，

导致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单一。以金大村互助幸福院为例，尽管得到了村委的高度重视和积极筹资，但基

础设施的不完善和老人入住意愿的低迷，使得村集体在资金筹集上捉襟见肘，不得不依赖政府补助作为

主要支撑。尽管互助养老模式相较于传统机构养老在资金投入上有所优势，但其长期运营和基础设施建

设仍需稳定的资金流。当前，农村互助养老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包括政府补助、村集体投资、社会捐赠

及服务收费等。然而，村集体投资和社会捐赠的不稳定性，加之农村老人经济条件的限制，使得这些资

金来源难以持续满足养老需求，增加了模式发展的不确定性。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对互助养老模

式的过度干预可能削弱其自我管理和筹资能力。当政府角色过于集权时，养老机构的自主性和创新性可

能会受到限制，进而影响其长期发展的潜力和可持续性。因此，如何在政府支持与自主管理之间找到平

衡点，成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关键。 

4.4. 基础设施落后，服务范围和质量有限 

在甘肃省的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模式中，基础设施落后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首要难题。这主要体现在

专业化程度低、设施设备陈旧落后、医养结合不足以及服务内容单一等方面。首先由于占地面积、资金、

床位和物资等资源有限，现有的互助养老平台往往只能满足部分生活困难的高龄老人需求，难以全面覆

盖所有适龄老人，从而限制了模式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其次，为降低运营成本，部分农村互助养老模

式过度依赖老年人的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这虽然体现了互助养老的核心理念，但也暴露出服务和管理

人员专业性的缺失。缺乏专业的服务团队和管理人员，不仅影响了服务质量的提升，也限制了服务内容

的多样化和深入化。目前，互助养老服务主要集中在解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上，如饮食、家务和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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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但在专业护理、心理咨询和医疗服务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农村互助养老模

式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不足。由于缺乏完善的医疗设施和专业医护人员，老年人在生病或需要专业护

理时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和照护。这不仅增加了老年人的健康风险，也可能因服务不当而给老年

人带来二次伤害。因此，加强医养结合，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成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亟待解决的问

题之一。 

5. 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路径优化 

5.1. 强化老年人认同感，培育互助养老信任基石 

老年人对互助养老模式的认同感，无疑是这一创新养老方式在实践中能否茁壮成长的关键要素。故

而，强化宣传工作，提升互助养老服务的认知度与认同度，显得极为迫切且重要。首先，需深入洞察、精

准施策。甘肃省各地政府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农村社区，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预期着手，

细致地了解他们对互助养老的期待与疑虑。例如，依据《甘肃省养老服务条例》，各地要在符合条件的

地区探索建立居家养老扶持政策，制定居家养老基本服务清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过补贴、补助、购

买服务等方式，优先保障经济困难的独居、空巢、留守、失能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老年人的居家养老

服务需求。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聆听老年人的心声，掌握他们参与或拒绝互助养老的真实考量，从而为

制定更为贴心、有效的政策与服务措施提供坚实依据，切实解除他们在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其次，进

行精准宣传，增强认知。鉴于老年人对互助养老模式认知不足的问题，地方政府应依托基层干部与志愿

者的力量，开展广泛且深入的宣传活动。通过走访入户、举办专题讲座、答疑解惑等形式，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案例，向老年人全面介绍互助养老的优势、运作机制以及成功案例，消除他们的疑

虑，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11]。同时，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提升老年人对互助养老制度的认识与理

解，鼓励他们积极投身于这一新型养老模式。比如，可依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养老

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甘政办发〔2021〕82 号)，建立以社区为平台、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

工作者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机制，组织开展互助养老及志愿者“时间银行”养老储蓄行动，让老年人切

实看到参与互助养老的益处。最后，借助媒体助力，营造氛围。在宣传手段方面，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

现代传媒的力量，构建多元化的宣传矩阵。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渠道，制作并播放一系列生动有

趣、易于接受的专题节目和宣传片，展现互助养老的美好图景与显著成效，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在宣

传过程中，务必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避免夸大其词或进行误导性宣传，以诚信赢得老年人的信

任与支持。此外，像庆阳市按照“村级主办、社会参与、政府支持、互助服务”的原则，积极整合互助幸

福院与党群服务中心、老年协会等组织和志愿服务队伍，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医、助急、助洁、助困等

服务，还鼓励身体健康、有意愿的老年人开展帮厨、配餐、送餐等互助服务，建立积分制，攒够一定的积

分可以兑换餐券或者在村慈善超市兑换物品，这些成功经验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5.2. 结合建设实践，优化机制建设 

强化农村互助养老的机制构建，必须全方位考量现有的实践情况，同时充分兼顾政策层面的支持与

引导。鉴于仅依靠基层自治组织和老年人个体的努力，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关部门应当以中

央文件为指引方向，在汲取已实施互助养老地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不同地区农村的发展状

况，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各地广泛推行的政策，并对实施细则进行精心细化。例如，河北省积极

探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鼓励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服务时间存入“时间银

行”，待自己需要时可兑换相应的服务。这种模式不仅充分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互助养老，还增强了老

年人之间的互动与联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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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则注重农村互助养老设施的建设与升级，通过新建、改造农村幸福院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

舒适的居住和活动环境。同时，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与互助养老的结合，为老年人提供定期体检、健

康咨询等服务，保障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在此过程中，一定要确保政策具有全面性与包容性，以此促进互助养老制度的广泛传播与切实落地。

与此同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需要依据现有资源和制度的整合情况，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发布、资源

整合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切实保障政策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并进行效果评估。不仅如此，为

了增强农村互助养老的长期稳定运行，需要建立起涵盖全过程的监督机制与评估体系，及时对互助养老

的实施效果进行检查与评估。并且，一旦发现问题，必须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指导并督促改进，在必要的

时候实施追责问责，从而逐步完善整个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而这也需要各级政府的协同配合以及投入

相应的监管力量，以此确保互助养老的有效性与公平性。例如，江苏省建立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监

督机制，定期对农村互助养老项目进行检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确保互助养老服务的质量和

水平。 

5.3. 发展村集体经济，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首先，村集体经济的蓬勃壮大，乃是互助养老事业稳健发展的关键基石。甘肃省的各个农村地区，

皆拥有丰富多元的自然资源以及别具一格的文化资源，这无疑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袤空间。一

方面，激活土地资源乃是关键举措。借助对闲置土地的精心整理与合理开发，能够达成土地资源的高效

利用。例如，将荒山、荒坡等改造成为经济林果基地，种植苹果、核桃等果树，如此一来，不但能够增加

村集体的收入，还可为老年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岗位，像是果园的日常养护工作，使他们在劳动

过程中获取一定收入，同时增强身心健康。此外，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造老年活动中心、小型养老院等

设施，既能提升农村养老服务的水准，又可通过收取适当费用来增加村集体经济的收入。另一方面，发

展特色产业乃是重要途径。众多农村地区拥有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和特色农产品，诸如剪纸、刺绣、中药

材等。通过扶持并发展这些特色产业，能够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例如，成立

农村合作社，组织老年人参与传统手工艺制作，再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产品，拓宽销售渠道以增加收入。

同时，紧密结合当地的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开发农家乐、民宿等旅游项目，

吸引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和度假。老年人能够参与旅游服务，如烹制农家菜、讲述乡村故事等，从而为

村集体经济贡献力量。 
其次，需要拓宽筹资渠道，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体系。甘肃省各地方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互助养

老的投入力度。制定相关政策，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将其用于互助养老设施建设、运营补贴、人员培训

等多个方面。与此同时，积极争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以确保互助养老项目得以顺利实施。例如，

省级财政可依据各地农村老年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合理分配相应资金，用以支持农村互助

幸福院的建设与运营。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是拓宽筹资渠道的重要方式。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

通过捐赠、资助等途径支持农村互助养老事业。可以通过设立慈善基金、开展公益活动等形式，吸引社

会各界的关注与参与。比如，一些富有爱心的企业可以捐赠资金，用于改善互助养老设施，为老年人提

供更为优良的生活条件；社会组织可以组织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心理慰藉等服务。 

5.4.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深化医养结合体系 

为了显著提升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服务质量和成效，必须充分考量当地多元化的养老需求，

进而精心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多元化服务内容。需着重思考并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其中不仅要涵盖符合

甘肃当地饮食习惯的餐饮服务，例如提供牛肉面、羊肉泡馍等特色美食，还要有体现当地民俗风格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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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环境，如布置一些具有甘肃特色的剪纸等装饰品。休闲娱乐方面，可以设置贤孝等表演舞台、举办凉

州攻鼓活动场地等，活动场所的设计也可融入敦煌文化元素。同时，配备适合老年人使用的设备，以此

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需求。 
在规划配套设施时，要格外关注其分布状况，充分考虑甘肃农村地区的地理特点和老年人的出行习

惯，确保老年人能够方便地参与各类活动，享受到同等优质的服务与便利。为推动互助养老模式在甘肃

的持续发展，理应不断完善服务项目，提供更具深度和更高质量的服务。在此过程中，应特别关注老年

人普遍关注的医疗保健问题。所以，需要大力加强对甘肃农村卫生室的建设与提升，完善医疗设备，尤

其是适应当地医疗需求的硬件设备。并且，要注重培养和引进熟悉当地常见疾病和医疗习惯的专业人才，

以便老年人能够就近接受及时、有效的治疗，满足其在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此外，应当紧密结合甘肃

丰富的文化和医疗资源，加强对医养结合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将当地的中医药养生文化与日常养老服务

有效整合，例如开展艾灸、推拿等传统中医保健服务。同时，确保老年人在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时能够得

到及时且全面的照顾。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还应当积极促进医疗资源下沉到甘肃基

层农村，建设并完善具有当地特色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例如设立专门的中医诊疗科室或开展藏医

特色医疗服务，从更广泛和更深层次上解决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问题。 

6. 结语 

互助式养老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难题而言，具备极为巨大的发展潜力。不过，就当下的实

践状况来看，尚存在一系列问题，像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服务水平高低有别、社会认知程度亟待提升等

等。故而，必须借助加强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创新服务模式的发展以及强化社会认知等途径，来改良农

村养老服务的现况。尤其是在将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强化医养结合以及构建多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网

络等方面，存在诸多值得奋力开拓的方向。政府应当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并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

大对农村养老服务的资金投入与支持力度；企业也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农村养

老服务的建设与运营中来；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培训与交流等方式，为农村

养老服务提供专业支持与帮助；而每个个体同样需要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关心关爱身边的老年人、

积极参与养老服务志愿活动等等。唯有各方齐心协力，共同为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添砖加瓦，方能切实

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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