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专家观点

“乐龄陪伴”多元模式凸显强大生命力
◆  陆杰华 黄钰婷

2021 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

化速度呈现加快的态势，2020

年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

达 2.64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8.7%，与此同时，老龄化水平

“城乡倒置”现象更加明显，农

村地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

农村总人口的 23.81%，高出城

镇 7.99 个百分点。面对新时代

人口新国情的变化，党和国家

不断加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要“构建养老、孝老、敬

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加快

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十九届

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而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 年）》更是强调要

“加快建立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

体系”。由此可见，推进新时代

农村养老工作已是国家发展战略

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当前农村养老却面临着

一些困难与挑战。从微观层面来

说，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劳动

力的外流，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

功能缺位，农村留守、空巢老人

陷入无人照料的境地；从中观层

面来看，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相

对薄弱，社会化养老事业发育不

成熟、供需矛盾突出；从宏观来

看，既往“重城市轻农村”的思维

定式导致城乡养老资源分配不平

衡，难以满足日益增强的农村养老

需求。面对严峻的农村养老问题，

着力发展和深入推进农村养老服

务已迫在眉睫。中国老龄事业发

展基金会实施的“乐龄陪伴工程”，

为助力农村养老和乡村振兴战略

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乐龄陪伴工程”实施彰显其现实

价值

“乐龄陪伴工程”实施两年，

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同时也

赢得了农村老人的认可和赞誉，具

有较高的现实价值。

及时回应需求，有助于缓解农

村留守老人的实际困难。对农村留

守老人而言，吃饭、看病和精神

陪伴是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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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陪伴工程”开展之初，便以此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老人提供

“一荤一素一汤”的餐食和邻里活

动场所，解决老人最紧要最迫切

的生活难题。

开展多地试点，有助于积累乡村

养老服务的有效经验。“乐龄陪伴工

程”的选点均有仔细的考量，先

从江西的两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始

落地，再逐步拓展到辽宁、甘肃、

河南、宁夏等地。此外，根据各

村的实际情况调整工作方法，积累

可复制推广的先进经验。

出台专项文件，有助于提升服

务工作的规范、标准化。2020 年 5

月，基金会发布《关于推进“乐龄

陪伴——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工

程”的意见（试行）》，对该工程的

工作原则、服务内容、保障措施

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使相关工

作的长效开展有规可循。

扩大文化影响，有助于营造爱

老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在稳步推

进各地实践的同时，基金会亦开展

了优秀案例征集展示活动，交流

和宣传农村养老服务的创新成果。

多家电视台和主流新媒体对该活

动进行报道，营造了关心、关爱农

村留守老人的浓厚氛围。

“乐龄陪伴工程”多元模式凸显

其强大生命力

“乐龄陪伴工程”突出模式的

多元性，保障工作的实效性和可

持续性，让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

质量真切地得到提高。

盘活闲置资源，建设“乐龄之

家”。在丰富农村养老服务设施方

面，“乐龄陪伴工程”采取改造提

升现有为老设施和新建为老设施

两种方式，一方面可以节约经济成

本、提升村庄存量资源的利用效率；

另一方面可以缩减征用土地等流

程审批环节，让当地老人在熟悉

的地域更快地享受服务。

坚持因地制宜，保障服务质量。

基金会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

想，从试点地区的实际出发，不

搞“一以贯之”的建设，而是立

足当地探索适合的特色服务模

式。对于适合建设“乐龄之家”

的村庄，不断巩固提高其服务水

平和服务能力；而对于地理环境

较为复杂、人口较分散的地区，

则委托村级组织和志愿者等，为

有需要的老人提供个别化的上门

服务。

动员多方参与，满足多元需求。

“乐龄陪伴工程”在试点县的落地，

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广泛支持。基金

会联合地方政府、地方老龄（老

年）基金会、村居委会、社会组织、

爱心企业等，为工程的实施提供

了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同时，

基金会还积极培育志愿者队伍，

鼓励爱心个人和团体开展结对帮

扶，为农村老人提供助餐、助医、

洗浴、理发、娱乐等多方面的精

准服务。

创新筹措方式，拓宽资金渠道。

为强化工程的造血能力，基金会

实行了“五个一点”的资金筹措模

式。通过“基金会资助一点、政府

补贴一点、村集体出一点、社会捐

一点、向有支付能力的老年人适当

收一点”来保障项目的资金供给，

以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让“乐龄

之家”能够持续有效地运营，让

更多的农村留守老人能够享受优

质的服务。

立足乡土文化，倡导互助合作。

基金会引导乡村成立老年协会或

“乐龄之家”理事会，提升农村老

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同

时鼓励困难家庭和低龄健康老人

为高龄失能的留守老人提供力所

能及的服务，发掘乡村熟人社会的

网络资源，提升团结、互助的社

会风气。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乐龄

陪伴工程”可持续

为助力实现“到 2022 年，农

村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的

乡村振兴发展目标，“乐龄陪伴工

程”还需持续深入推进。

推动服务与政策的深入衔接。

要将为农村留守老年人服务与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

兴有机结合。农村问题的解决

绝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互融

互通、相互促进的。提升农村

养老服务水平本就是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以

综合统筹的视角促进“乐龄陪伴

工程”的发展。

提升资金的募集能力。整合既

有资源，打造多主体权责利统一

的农村为老服务系统；实现捐赠

资金管理使用的公开透明，及时

向公众汇报项目进展与成效，提升

组织的公信力。同时，创新多渠道

募捐方式，利用好网络平台的社

会影响力。

稳步扩大乐龄项目的覆盖面。在

巩固现有“乐龄之家”服务能力的

基础上，适当加强新的设施建设，

以惠及更多的农村留守老人。

充分发掘本土内生支持力量。

基金会可完善志愿者工作评估与

激励机制、加强乡村互助精神宣

传，扩充“乐龄陪伴工程”人才

队伍，让项目的实施更有人情、更

富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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