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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我
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2.4亿。与此同时，我国的家庭
规模在逐渐缩小，子女越来越少，在城镇化速度加快的
背景下，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向
城镇转移，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一个庞大
群体—空巢老人。近几年来，农村的新农合、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在逐渐完善，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基本能够得
到保障，然而由于子女缺位、精神服务缺乏等因素，空巢
老人的精神满足已经成为一种奢求，所以在保障农村空
巢老人物质生活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精神养老问
题。

1 农村空巢老人形成的原因
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空巢老人”已经

成为社会工作需要解决的新问题。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
稳定发展以及相关计划生育政策的扶持，我国人口方面
出现出生率低、死亡率低的整体格局，老年人口数量在
不断上升。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农村与城镇之
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许多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导致农村老年人留守居多，而且人们的孝道观念受到现
代化新鲜事物的打击，赡养老人的观念在逐渐淡薄，许
多老年人为了减轻子女的生活负担，选择独自生活，子
女与父母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越来越少，甚至有些子女
会逃避赡养老人的责任，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的影响，形
成了一个空巢老人群体，空巢老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不仅物质上无法自我保障，而且精神养老问题也急需解
决。也有一部分老年人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希望能够过独
立自主的生活，他们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身体状况好、
生活能够自理，不愿意打扰子女的生活，在农村的故土
上生活比较习惯。当然，这一类老人仅占一小部分。

2 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的生活困境
2.1 物质上的匮乏

一般情况下，在农村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维持生存，
农村空巢老人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子女常年在外务
工，经济条件有限，随着老年人的年龄逐渐增长，个人的
劳动能力逐年下降，没有有效的途径能够维系个人的基
本生活。

2.2 医疗条件落后

相对于城镇来讲，农村的医疗条件并不完善，卫生
院缺失很多功能，只能进行简单的身体体检，无法承担
基本的医疗服务，工作人员的知识老化、技术水平不高。
而农村空巢老人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劳动，老年时期或多
或少都会存在一些疾病，大多数农村的现有医疗条件无
法满足看病方面的需求，所以为了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
生活质量，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

2.3 精神生活得不到满足

农村的文化娱乐条件教成立相对弱一些，所以空巢
老人自身无法解决精神娱乐，再加上长期没有子女陪
伴，始终生活在孤独的状态中，甚至还要从事农业、料理
家务，在这种环境下，老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身心也会
受到很大影响，往往产生焦虑、失落、不安等情绪，相对
于物质条件来讲，精神生活的无法满足实对老年人更大
的伤害。

2.4 日常生活需要照料

日常生活是农村空巢老人的难题之一，随着年龄的
逐渐增加，老年人体力逐渐衰退，所以例如洗衣、做饭、
购物等基本日常生活困难会越来越明显，一些身体状况
不好的老人甚至完全需要被人照顾，有配偶的老人还可
以相互扶持，没有配偶的老人则需要子女照料，而子女
由于工作、务工等原因对老人照顾较少，导致老人日常
生活照料问题存在困难，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以
及生命质量。

3 精神养老的内涵和特征
3.1 精神养老的基本内涵

老年人的老年生活基本有三种需求：经济需求、医
疗需求、精神需求，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始终是我国对老
年人养老需求的总体概括。精神养老重点是满足老年人
精神需求的一种养老模式，通过政府、社区、家庭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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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对老年人给予精神支持。精神养老与物质养老二者
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物质养老主要对老年人的经济、医
疗等方面进行保障，而精神养老则是对物质方面的一种
侧面补充，只有物质和精神同时得到满足，才能真正意
义上提高来年人的生活质量。从另一方面分析，精神养
老也属于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的主体包括政
府、社区、邻里、子女以及老年人自己，精神养老要体现
在社会外界对老年人客观的精神支持以及老年人自身
对精神需求的自我满足，社区所组织的文娱活动、子女
对父母的嘘寒问暖等都是精神养老的主要表现。最后，
精神养老是一种关系模式，体现在构建主体之间的一种
关系模式，不同的主体在精神养老中所发挥的左右不尽
相同，通过各个主体之间的配合，能够促进精神养老体
系的构建与完善。

3.2 精神养老的基本特征

精神养老的第一个特征是要坚持以老年人为核心，
所以外界的客观支持都要以老年人的实际精神需求为
中心，与此同时老年人要有较强的自养意识，例如自养
意识强的老年人会利用健身设施来进行娱乐健身，不仅
锻炼身体而且能够与其他老年人进行交流，促使精神愉
悦，而没有精神养老意识的老年人，外界的精神支撑则
很难产生效果，所以，老年人的精神养老依旧要保持“自
养为主，他养为辅”的原则。外界对老年人提供的精神个
养老支持要以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包括年龄、身体健康
情况、自身行动能力、子女状况、经济条件等，为老年人
提供最适合的精神服务。

精神养老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在于精神养老具有可
转化性，可以由物质养老进行适当的精神转化，例如：子
女可以为服务提供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逢年过节为父
母准备礼物，民政部门为贫困老人送米送面等，这些行
为都是以物质为载体，通过物质的满足来提升老年人的
精神感受，使其体会到开心与幸福感，正是由于可转化
性的特征，对老年人的精神养老便可以结合多种养老模
式，为精神养老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提升精神养老效
果。

4 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精神生活质量策略分析
4.1 政府方面

针对空巢老人精神生活质量提升的问题，政府方面
首先需要对社会保障机制进行完善，将农村空巢老人帮
扶工作列入年度重点考核内容，通过实地调查来了解空
巢老人的实际需求，制定初步解决方案。进一步扩大养
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确保农村空巢老人享有
最低生活保障，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另外，政府
部门要对农村的医疗救助制度进行健全，完善医疗设
施，将农村空巢老人列入到医疗救助对象中，使空巢老
人得到就医保障。其次，政府部门要加强引导，推广农村
空巢来人的帮扶工作，民政部门要构建以市、镇、村三级
联动的帮扶工作模式，建立服务组织机构，指导村级开
展对农村空巢老人的帮扶。最后，政府部门要建立农村
社区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完善农村
养老、养老护理机构的建设，改善农村空巢老人独居的
现状，通过治安联防与上门服务等形式来避免老年人危
险事故的发生，拓展对农村老年人福利服务的新形势。

大力宣传“人人都有老的时候，老年人的今天就是年轻
人的明天”这一理念，严厉谴责不敬不孝和嫌弃老年人
的行为促进家庭和睦，使敬老之风发扬光大。另外要完
善社区基础设施，建立适合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通
过以上途径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缓解精神上的压
力。

4.2 子女方面

作为子女，不能一一味的只顾赚钱，而忽略了对父
母的照顾，要能够理解父母的艰辛，对父母履行赡养义
务，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给予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不管工作有多忙也无论任何理由，子女都要“常回家看
看”，养成从情感上和理智上体贴父母的习惯，与父母多
沟通，增加与父母的联系次数，在思想上多关心、在生活
上多照顾。随着空巢老人年龄的增长，身体难免生病，老
人最怕的是“久病床前无孝子”，一旦老人生病，子女要
加倍照顾.

4.3 老年人自身方面

空巢老人要从思想上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减
轻对子女的依赖心理，在子女到了“离巢”年龄，要减少
对子女的感情投入，降低子女对自己回报的期望值，做
好心理准备，逐渐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对自己的生活内
容逐渐充实，培养兴趣爱好、扩展人际关系，参加社会文
娱活动等。对于空巢老人来讲，能有儿孙绕膝、精神上得
到慰藉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毕竟儿孙自有儿孙事，所以
空巢老人更要学会自己关爱自己，建立有规律的生活。
鉴于农村的生活环境，老年人完全脱离劳动基本不现
实，适当的劳动对来年人的身体也是有一定好处的，但
是要切忌超负荷劳动。老年人要做到老有所乐，通过看
电视、听广播等来了解外部世界，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可
以利用房前屋后的方寸之地来进行养殖、种植，增加收
入，积极参加社会交往，帮助村集体做力所能及之事，真
正将自己融入到社会中。

4.4 邻里朋友方面
针对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邻里朋友可以给予

一定的精神慰藉，虽然这种情感支持的力度比较微弱，
但也具有一定的应急性。老年人可以到邻居家串门聊
天，与朋友之间进行情感诉说，以此来作为外界提供精
神养老支持的补充。

结束语：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
急需解决的社会命题，空巢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
功能会逐渐衰退，对他人的依赖性也会越来越高，心理
上会越来越脆弱，对养老需求也越来越迫切。针对农村
空巢老人的精神养老问题，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
积极的措施来进行应对，为空巢老人办实事，子女要与
老人做好配合，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心理慰藉，使其能
够实现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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