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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的养老方式面临挑战，尤其是农村老人面临着严峻的养老问题。本研

究探讨了甘肃省临夏市大庄村的幸福食堂互助养老服务模式。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分析了资源配置、

社区参与及居民认同感在该模式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幸福食堂不仅提供膳食服务，还成为老年人

的社交中心，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和志愿服务有效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了

邻里互助精神的形成。通过这种模式，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均得到了显著改善。最

后，本文总结了临夏市大庄村幸福食堂互助养老模式的成功经验与实践逻辑，以期能为解决我国农村老

龄化问题提供参考，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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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s aging process accelerates, traditional pension models are facing challenges, especially ru-
ral elderly people are facing severe pension issu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Happy Canteen mutual-
aid pension service model in Dazhuang Village, Linxia City, Gansu Province.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interviews, the study analyzes the important role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community partici-
pation, and residents’ sense of identity in this model.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Happy Canteen not 
only provides catering services, but also serves as a social hub for the elderly, enhancing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volunteer service by community members effectively improve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ighborhood mutual-aid spirit. Through 
this model, the elderly’s quality of life,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have all been signif-
icantly improved.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Happy Canteen mutual-aid pension model in Dazhuang Village, Linxia City,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rural aging in China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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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普遍的农民家庭城乡分离状况。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

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这加速了城市化，同时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农村老年人口比

例显著高于城镇。这一现状直接引发了农村老人的养老难题，特别是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其生活照料

和精神慰藉缺失，成为地方政府和农村家庭面临的重要社会挑战。这一问题不仅影响个人福祉，更是对

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文明进步程度的考验，亟待全国范围内解决。 
临夏市位于国家扶贫战略重点关注的“三州三区”深度贫困地区，在中国贫困治理中具有重要代表

性。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该地区农牧民面临日益严峻的养老挑战，亟需探索有效的养

老模式以应对人口老龄化。2023 年 7 月，笔者与团队深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开展田野调查，

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发现该村创新性地采用“公益 + 福利”的模式建立了幸福食堂。这一举措

精准满足了农村老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显著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同时释放了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使其能更专注于经济建设。大庄村的实践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开辟了新路径，为同类地区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2.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2.1. 文献回顾 

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农村经济格局、互助文化传统及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发展特色互助养老模式已

成为政府决策与学术研究的共识。在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发展互助式养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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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养老模式作为正式养老体系与非正式家庭照顾的结合，其核心在于倡导“自助即互助”的原则，旨

在动员身体条件较好的老年人积极支持健康状况较差的同龄人。通过构建代际间的互动关怀与支持网络，

实现老年人的适当照料[1]。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农村深化改革的需求，将互助

型农村养老模式纳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框架，已成为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与提升老

年人福祉的关键举措[2]。 
在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各地积极探寻互助养老的有效实践路径，并衍生出

多种创新形式。2008 年，河北省肥乡区率先开创了“互助幸福院”这一养老模式，该模式随后在多个地

区得到了广泛的参考与推广，逐步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肥乡互助养老体系[3]。2010 年，陕西

省榆林市府谷县创新实施志愿者与老年受助者结对帮扶项目，构建了温馨的邻里互助体系，以满足农村

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2013 年，湖北省武汉市进一步深化互助养老模式，建立了涵盖多年龄段志愿者

及社会组织的综合性运行机制，不仅提供日常照料与精神慰藉，还引入“时间银行”机制，鼓励低龄老

人服务高龄老人，实现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循环[4]。青岛市 S 区，则通过设立互助养老点，并统一配置娱

乐休闲设施，如麻将桌、书籍等，推行“据点互助”模式[5]，为老年人提供了集中而丰富的养老服务体

验。十余年来，农村互助养老探索中涌现出多种特色模式，包括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亲友邻里互助”、

依托“时间储蓄”的“轻老互助”、不同辈分群体间的“拟家庭式互助”、社会团体组织支持下的“精

英老年人”与“大众老年人”互助，以及男女老年人“搭伴养老”。从技术层面看，这些模式可归纳为

三类：志愿服务、低酬服务和时间银行[1]。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新时代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内涵，为构建

更加和谐、可持续的农村养老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互助养老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养老范式，融合了传统家庭养老与现代社会养老的优点，特别在农村

地区展现出显著优势，满足了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并推动了实践探索。“幸福食堂”作为居家养老的

重要民生工程，最初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兴起，随后向农村扩展，有效缓解了独居和高龄老年人的餐饮

难题，并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各地政府积极试点，优化“幸福食堂”的功能与服务质量，以构建更完

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从本质上看，“幸福食堂”不仅是政府的惠民政策和公共服务创新，也是提升老年人

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然而，其实践过程中仍面临成本收益、服务质量、社会定位及服务对象等问题[6]。
此外，项目的发展尚不成熟，组织化水平低、法律保障机制缺失等弊端亦成为制约其长远发展的瓶颈。 

现有文献对我国农村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及互助养老模式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在研究的广度和

深度上仍存在局限。目前，互助养老尚处于探索与试点阶段，其可持续发展路径缺乏共识和统一指导方

针。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农村地区在资源条件、经济基础和文化习俗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为互助养老模

式的推广带来了挑战。尤其在原贫困地区，政府资源有限，公共服务难以满足普遍需求。因此，针对这

些地区的互助养老研究，特别是幸福食堂这一新兴养老模式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分享仍显不足。幸福食堂

作为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其潜力与价值尚未充分挖掘，需要总结和推广成功案例，以便为其他地区提供

借鉴。 

2.2. 理论分析框架 

2.2.1. 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提出 
为克服外生与内生发展模式的局限，学术界在乡村发展领域持续探索。2001 年，Ray 提出的新内

生发展理论主张平衡和整合区域内部与外部资源[7]，挖掘本土优势以吸引外部支持，从而将潜在要素

转化为地方发展的动力[8]。新内生发展理论不仅强调地方参与和本土资源的重要性，还关注地方与外

部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该理论在传统内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开辟新视角，重视本土资源利用与

特色，倡导社会创新，以构建紧密的联系网络，克服对本土资源的单一依赖。此外，新理论还关注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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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在身份认同、知识积累和技能传授方面的贡献，将这些积极因素融入发展策略，实现与传统内生

发展理念的互补[7]。 

2.2.2. 新内生发展理论的应用 
新内生发展理论融合了内生发展中的“自我驱动、资源内挖”与外生发展中的“整合资源、社会赋

能”，重构了乡村发展的整体框架与路径。这一创新理论深化了对乡村内生动力的理解，并拓宽了利用

外部力量激活乡村活力的视野。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此理论引入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旨在结合国情，开辟一条独特的乡村新内生发展之路，为中国乡村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9]。 
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以地域为基础，关注当地人的需求、能力和观点[10]。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

体系构建中，政府的引导与推动是关键。然而，当前压力型治理模式下，政府主导的互助养老面临诸多

挑战，包括政策执行选择性偏差、对硬件设施的过度关注，以及乡村层面的敷衍应对等短期行为。此外，

老年人多元化需求与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传统观念束缚、政策空白与资金短缺等问题，严重制约

了农村互助养老的健康发展。为解决这些困境，亟需借鉴新内生发展理论，促进内外部资源的深度融合

与协调运作。该理论能够引导国家层面积极催化，同时激发地方行动者的自主性与创造力，促成与外部

支持力量的紧密连接，并通过挖掘地方优势，最大化资源价值[11]。 

2.2.3. 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之间的逻辑关系 
农村内生发展的核心三要素为资源、认同和参与，这三要素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互为支撑，成

为一个相互勾连的整体，共同构成农村内生发展的根基[11]。 
新内生发展理论可以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该理论强调在农村

社区内部挖掘和整合各类资源，通过重塑社会信任、构建互助共同体的情感联结以及完善参与机制等方

式，推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的主体地位和积极作用得到了充分发

挥，他们不仅是服务的接受者，更是服务的提供者和参与者。这种以内生动力为核心的互助养老模式，

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还能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体现了新内生发展理论在农村养老领

域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深入剖析大庄村幸福食堂案例，从“资源–认同–参与”三个核心方面

系统解析其内在逻辑，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的有效模式，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丰富农村养老服务的理

论内涵，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贡献实践智慧与力量。 

3. 案例实践：大庄村幸福食堂互助养老模式的形成 

3.1. 创立阶段：养老从一口热乎饭开始 

3.1.1. 需求表达 
大庄村，古称金家大庄，位于临夏市折桥镇，邻近祁牟村、折桥村和苟村，是回汉两族和谐共融的

美好家园。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大庄村的老龄化现象日益突出，亟需关注。尽管部分老人可享受特困

供养和五保户政策，但大多数仍依赖土地收入和家庭照料。农村老人面临孤独感加剧、慢性疾病及饮食

不均衡等问题，其饮食需求与城市老人显著不同。由于交通不便和经济水平较低，农村老人的饮食条件

难以满足理想标准。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和子女外出务工导致许多老人独居或呈空巢状态，缺乏必要的

照料与情感支持。调研显示，村民迫切希望建立健全的农村养老体系，以全面满足老年人在物质与精神

层面的多元需求。在物质方面，村民期盼为老人提供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并改善饮食质量；在精神方面，

则希望通过增强亲情与友情的纽带，让老人能够在充满关怀的乡村环境中享受晚年。这些需求反映了村

民对互助服务和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揭示了农村养老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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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政策引领 
为了缓解农村老人在情感层面的需求缺失，并切实解决高龄、孤寡、独居、空巢老人以及重病患者、

孤儿、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就餐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临夏市折桥镇大庄村积

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深入贯彻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的大会精神，聚焦“一老一

少一困”群体的迫切需求。2023 年 3 月，按照州委、市委工作要求，临夏市启动“未来乡村”建设，在

州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大庄村作为“未来乡村”计划的首批试点之一，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探索

与实践之路，承担起了引领示范的重要角色。 

3.1.3. 资源投入 
大庄村的幸福食堂位于党支部与村委会左侧，其前身为幼儿园，经过精心改建后投入使用。村两委

在选址时注重便捷性与实用性，综合考虑了交通、水源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最终选择了这一老年人活动

频繁的区域。食堂分为配餐区和就餐区，由两间相通的房屋组成，总面积约 120 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

30 位老人就餐。建筑结构稳固，符合防火安全规范，保障了饮食安全。装修设计追求温馨、宽敞与明亮，

确保室内通风良好，为老人们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用餐环境。经过深入调研，大庄村“幸福食堂”作为

一家非营利性公益食堂，积极响应临夏市州委与市委的工作部署。食堂的启动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

涵盖了装修升级和关键基础设施的采购，如冰箱、集成灶和餐具等，村委会对此严格把关。在筹备初期，

村委会通过宣传活动阐明食堂的重要性，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在党支部的引领下，许多村民自发组

织无偿服务，积极参与建设，共同支持这一公益事业。为确保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堂成立了专业的食品

采购团队，严格按照标准挑选米面粮油及新鲜蔬菜，落实每个环节的质量控制。在资金筹集方面，幸福

食堂展现了灵活性与创新性，不仅依赖上级财政支持和村集体拨款，还积极吸纳社会爱心人士和组织的

捐助，并鼓励有能力的老人适当分担部分费用，从而形成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这一模式有效缓解了

运营资金压力，为食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3.2. 运营阶段：幸福食堂飘出幸福味 

3.2.1. 基础设施建设 
大庄村幸福食堂已完成其基础设施的全面优化与升级，涵盖了橱柜、厨具、餐具、餐桌椅、冰箱以

及燃气水电系统等关键设施，以保障日常运营的流畅与高效。餐厅内部增设了智能电视，并定时播放如

新闻联播等节目，旨在为老年人打造一个既温馨又信息获取便捷的就餐氛围。食堂重视卫生与健康，配

备消毒柜、洗手池和卫生间，以保障老年人的卫生需求。此外，周边规划了多样化的休闲活动区域，如

棋牌室、共享书屋、星空露天影院、室内健身房以及室外健身设施，鼓励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增强体

质，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总之，大庄村幸福食堂不仅提供安全的用餐场所，更是一个集情感交流、休

闲娱乐与身心健康促进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空间，全面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生活需求，提升他们的晚年幸

福感。 

3.2.2. 组织结构管理 
大庄村幸福食堂，作为政府投资引领的民生工程，由村部负责日常运营与维护。捐赠物资和志愿服

务则由村民自愿参与。其组织结构分为三部分：一是管理层级，由临夏市相关政府部门与大庄村两委共

同组成，负责幸福食堂项目的规划、监督与管理。他们制定发展规划、政策导向及实施策略，并提供必

要的支持与指导，确保项目稳健推进。二是管理执行层级，在金书记的领导下，党支部成员负责日常运

营调度与管理，确保食堂内部协调、监督和服务质量。三是服务团队与志愿者层级，厨师由村部聘请，

工资由政府与村部共同承担，按照村部制定的菜单为老人提供餐食。其他服务人员来自热心居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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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加入志愿服务，轮班照顾老人。由于对本土文化和老年人需求的深刻理解，这些志愿者能够提供更

加个性化的服务，让老人们在用餐时感受到家的温暖与社区关怀。这种管理模式和人员配置有效利用了

村内人力资源，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因服务者的本土化优势，显著提升了服务的针对性与满意度，使

大庄村幸福食堂成为老人们心中的真正幸福港湾。 

3.2.3. 服务提供 
大庄村幸福食堂旨在为农村长辈们打造一个温馨、舒适的餐饮空间，以全面满足他们的健康饮食需

求。该食堂致力于提供多样化、营养均衡的餐食选择，特别关注孤寡老人、留守老人和贫困户老人的生

活状况，通过精心准备的午餐和晚餐，有效缓解了老年群体面临的“吃饭难”问题。根据临夏市的饮食

习惯和老年人的用餐偏好，幸福食堂提供安全卫生、营养合理的膳食服务。为此，食堂聘请了专业厨师，

按照规定菜单每日为老年人提供餐食。设置了低收费标准：80 岁以上老年人享受免费就餐，60 岁以上老

年人、留守儿童及残疾人仅需支付每餐 3 元的象征性费用。这一举措切实解决了大庄村老年人的就餐问

题，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3.3. 创新阶段：幸福食堂 + 多种养老服务 

幸福食堂不仅解决了特殊困难群体的饮食问题，还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深化对老年人的关

爱，推动村庄和谐发展。在临夏市政府与大庄村村委的精心规划下，幸福食堂已转型为多功能乡村综合

服务中心。这一转变满足了老年群体的膳食需求，同时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服务中心的设计理

念充分体现人文关怀与社区融合，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平台，为乡村和谐共生注入活力。幸福

食堂旁设有共享书屋和“小红星”公益课堂，提供学习与交流空间，帮助老年人拓宽视野。在共享书屋

内，老人们可以静享阅读的宁静；而“小红星”课堂定期举办知识讲座，使老年人与时代接轨。此外，邻

里生活馆与康养暖心驿站的设立进一步提升了服务中心的功能。邻里生活馆为居民提供棋牌与免费理发

等休闲活动，营造互助合作的环境；康养暖心驿站则专注于健康管理，提供健康咨询、健身设施及便民

代办服务。这些设施的合理布局和运营时间设置促进了村民互动交流，增进邻里信任与友谊，为就餐的

老年人创造了集饮食、娱乐、学习和健康于一体的综合生活体验。通过这一创新举措，大庄村正稳步迈

向一个更加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乡村社会。 

4. 案例分析：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食堂服务模式的实践逻辑 

4.1. 资源：协同内生发展的地方与超地方力量 

新内生发展理论倡导从农村社区内部及外部挖掘与整合资源，实现和谐共生。内部资源基于地方自

然禀赋，外部资源则涵盖政府政策、社会组织及各界援助。该理论强调地方与超地方的协同，结合内源

动力与外部支持，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此，需政府、村集体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协同，整合土地、

资金、人力资源等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使用效率。 

4.1.1. 内部资源 
在农村内生发展过程中，大庄村充分利用地方特色和资源优势，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该

村土壤肥沃、劳动力丰富，共有 311 户常住农户、1317 人，总耕地面积达 864 亩。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

期，大庄村依托优越的气候与地理条件，积极实施群众技术培训，提升村民技能，并通过个体经营和种

养殖帮扶等多元化策略，在玉米、油菜花、西瓜、树莓及时令蔬菜等种植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政府与

村两委的紧密合作下，大庄村成功组建合作社，实现农作物种植多样化，经济水平显著提升。同时，村

党支部高瞻远瞩，投资 380 万元对村级办公场所进行改建，引入现代化设施，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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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目前，大庄村集体经济发展良好，村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不仅实现自给自足，还积极回馈社会，

通过捐赠物资和提供服务，建立幸福食堂，大庄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愿景开始逐步实现。 

4.1.2. 外部资源 
在地方内生发展过程中，超地方因素常作为催化剂，为资源深度挖掘与高效利用提供重要助力。多

方力量的融合，不仅可以促进地方资源价值的最大化释放，也能推动地方经济的稳步增长与社会全面进

步。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应对老龄化的有效路径。临夏市政府敏

锐识别这一趋势，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启动“未来乡村”计划，以“党建引领、暖心托管，幸福邻里、美

丽大庄”为建设主线，通过强有力的领导与资金支持，全方位推进乡村建设与发展。大庄村的幸福食堂

作为该计划的重要民生工程，其公益性质在初建阶段便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和建设用地的规划。此外，食

堂基础设施如桌椅与厨房用具等，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慷慨捐赠。这些超地方因素的汇聚，为大庄村幸

福食堂的顺利落成与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2. 参与：构建内生发展动力的核心纽带与催化剂 

新内生发展理论还强调完善参与机制与服务管理，以保障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该理论视农村内生发展为深入参与的过程，强调地方居民积极、多元地表达利益诉求，并通过持续参与

决策与反馈来实质性影响决策。村民的广泛参与不仅是表达多元利益的机制，也是实现权利的途径，能

够增强内在潜力与可行能力，体现了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核心精神。 
村民的广泛参与是模式成功的关键。面对农村空心化挑战，传统知情大会因青壮年外流而参与不足。

为此，临夏市创新推出了掌上智慧农村小程序，将线下会议转至线上，每月举行一次。这一举措有效拓

宽了村民参与渠道，外出务工者和在校大学生均可通过手机发表见解，共商村务。在构建幸福食堂互助

养老模式的决策过程中，大庄村村委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宣传政策，还了解不同家庭老人

的年龄与健康状况，并对用餐标准、时间及食品安全等方面作出郑重承诺。随着食堂建设与运营逐步走

上正轨，村民们以实际行动践行“幸福共创、共建共享”的理念，积极捐赠物资、提供志愿服务并履行监

督职责，共同推动了食堂的持续发展与优化。 

4.3. 认同：塑造内生发展的精神动力 

最后，新内生发展理论着重指出，重塑社会信任与构建互助共同体的情感联结。认同，作为农村内

生发展的精神驱动力，为乡村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内在支撑。不仅激发了地方居民对本土的深厚情

感与归属感，还显著提升了他们的文化自觉与认同感，从而在村民间构建了一条牢固的心理纽带。这种

心理纽带的强化，进一步彰显了村民的主体性，激发了村民们积极参与乡村建设、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

的热情。以大庄村幸福食堂为例，这种认同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4.3.1. 对互助文化的认同 
大庄村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注重敬老孝老的家风与和谐的邻里关系。紧密的地

缘和血缘关系增强了村民的共同体意识，营造出互助与支持的文化氛围。大庄村通过利用农村社会的天

然优势，将地缘文化的温暖与熟人社会的紧密联系转化为实际养老服务。在“幸福食堂”的案例中，村

民的志愿服务、物资捐赠，以及低龄老人对高龄失能老人的帮助，充分体现了农村地区的人情味与互助

精神。此外，幸福食堂的建设与运营强化了伦理基础，为老年人提供了品尝美食和享受生活的场所，同

时促进了社区互动与情感交流。老年人在此参与各类活动，与邻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而年轻人在参与

养老服务中也加深了对社区的理解与认同，促进了不同年龄层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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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对基层自治的认同 
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施有效增强了农村社区的自治能力。在大庄村，村两委通过建立信任纽

带和凝聚力，在脱贫攻坚中展现了卓越的集体智慧与行动力。高效整合集体资源，营造了和谐的村庄氛

围，并推动了经济增长，极大地提升了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威望，这也为后续公共服务建设奠定了基础。

面对留守老人养老问题，大庄村村两委敏锐洞察，积极向上级政府反映并争取解决方案，迅速引发村民

共鸣与参与，进行踊跃捐款并提出建议。为确保幸福食堂项目顺利实施，村两委与村民及老年群体建立

了可靠的契约关系，共同关注食品安全、质量控制及卫生管理，特别针对老年人的用餐安全需求，制定

了详细的安全措施与应急预案，明确了责任分工。此外，村两委与上级政府密切沟通，制定科学合理的

建设与运营规划，严格控制成本，合理配置资源，鼓励村民参与幸福食堂的管理与监督。提升了幸福食

堂的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也增强了村民和老年人对彼此的信任与满意度。 

5. 结语 

本文探讨了幸福食堂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实践，强调其作为新型养老方式的重要性。该模式以

老年人为核心，依托村集体力量，通过互助合作整合政府、家庭及个人资源，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养

老服务供给。它精准满足农村老年群体在物质、精神和生活照料等多维度的需求，促进了社会认同，缓

解了供需矛盾，增进了老年人福祉，推动了社区和谐稳定，符合农村经济发展及老年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价值。 
针对新内生发展理论如何指导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本文总结了以下三点建议：一、进行资

源整合与配置优化，充分挖掘本土与外部资源，实现和谐共生，为互助养老提供物质基础；二、鼓励村

民积极参与治理创新，通过现代治理理念与技术手段，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决策与管理，激发其创造力，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三、强化社会认同与文化建设，通过宣传教育培养互助共享意识，增强

邻里情感联系，构建多层次养老支持体系。村两委需发挥引领作用，树立威信，完善政策，提升村民信

任感与满意度，共同推动农村互助养老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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