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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和农村发展模式发生了迅速变化,农村地区的传统生

产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不断外流,让我国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正在逐步

发生变化,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农村老年人空巢的问题。农村留守老人是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的空巢

家庭带来了很多实际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如何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获得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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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农村地区面临以下实际的问题：农村家

庭的劳动力趋于老龄化,导致农村地区

缺乏劳动力；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留

守老人的区域分化的扩大和劳动力向非

农业部门的跨地域迁移导致农村留守老

人的比例呈阶梯状分布,从东向西逐渐

增加；通常,农村留守老人受教育程度低,

不拥有新的农业技术和设备,远远不能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农村留守老

人的教育和技术上的投资还相对较少,

这也会导致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和留

守老人获得感的提升。 

1 农村留守老人问题的现状 

1.1劳动和经济负担较重 

留在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老年人

的经济来源取决于自己的工作收入和

子女的小额补贴,大多数留守老年人的

收入主要取决于农作物的种植,因为他

们的子女不在身边,老年人必须自己进

行劳动,或者雇人做,并且普通农作物

种植所获取的利益是比较少的。而且随

着年龄的增长,留守老人会逐渐丧失劳

动能力,他们只能依靠孩子们的补贴。

尽管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收入相对来说

较高,但他们通常为留守老年人提供有

限的经济支持,而且这些形式的补贴还

往往取决于孩子对家长的孝顺程度和

收入水平,并且不稳定,没有规律性。目

前,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年人的抚养问

题是在老年人和孩子们之间进行协商

的基础上解决的,具体取决于家庭的经

济状况,但总的来说,这些抚养费不是

很高,只能支持日常生活。因此,老年人

还需要做些艰苦的劳动来维持基本的

生活,尤其是那些不想给自己的孩子增

加经济负担的老年人,需要从事繁重的

农业劳动,。同时,大多数在外地工作的

孩子也将承包的土地转让给或者留给

父母进行耕种,因此无疑会进一步增加

农村留守老人的负担。 

1.2身体健康状况较差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健康状况

也会随着下降,患病率增加,再加上日常

医疗保障和医疗检查的不足,许多留守

老年人不但有小病,也不可避免地患有

严重的疾病。据统计,农村地区老年人空

巢的疾病发生率要比城市高得多,健康

状况差的人占65.15％,慢性病患者的占

70-80％,尽管在农村留守老人参加了新

的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但是一方面,他

们抱怨医院费用太高,每次生病时都吃

便宜的药品,而大多不愿意选择到医院

就医；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原因,许多人

不想花钱去看医生,能够忍一下就得过

且过。目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生病以后,

由于孩子们不在身边,难以得到及时有

效的照顾和就医,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经

济资源邀请保姆照顾。同时,由于留守老

人中的许多人不能依靠相对稳定的经济

支持来减少患病的风险并及时彻底治疗,

这会导致获得感的不足,并产生孤独和

无助的感觉。这些实际情况需要引起深

思,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1.3心理健康状况不佳 

孤独的心理感觉是农村留守老人的

普遍问题。在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外出工作和成对外出谋生,这加剧了

农村家庭空巢的问题以及留守老年人养

老问题的困难。特别是年轻人带着孩子

一起外出务工生活后,剩下的留守老人

不仅生活照顾不够全面,甚至缺少一定

限度的精神安慰。虽然也有一些老人和

隔辈人一起生活,他们的心理孤独感会

有一定的削弱,但是在与隔辈人的交流

中,存在着与另一代人的鸿沟,由于这种

差距,老年人也会产生一定的精神压力。

没有孩子关照的老人,长时间孤独,与外

界的接触更少,最容易产生孤独感。另外,

农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还不够丰富,缺

少适合的留守老人活动和放松的地方,

“蹲在墙上,寻找一些凉快的地方乘凉,

说话、看电视”已成为许多老年人的轨

迹。大多数留守老年人都过着相对孤独

的生活：“出去一把锁,进门一盏灯”,

长期下去会产生诸如孤独、沮丧、悲观、

痴呆或心理疾病等。此外,随着留守老年

人的身体状况的下降,其中一些人失去

了记忆,他们无法活动甚至患上疾病(残

疾),也会常常受到日常生活行为而导致

隐匿的安全威胁,特别针对老年人的人

身伤害、欺诈和其他犯罪等。因此,他们

迫切需要与人开展广泛的沟通交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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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让老人感情舒

适,同时还能够让老人心里得到慰藉。 

2 农村留守老人获得感实现路

径研究 

2.1强化舆论宣传,提高思想认识 

解决农村老年人空巢的难题是一个

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广

泛的参与,出色的工作。因此,需要加强

舆论宣传,提高全社会对于留守老人的

重视和关心、关爱,加强关于老年人的法

律制定和老年人福利政策的完善工作,

在全社会和广大农民中宣传有关的法律

和法规,大张旗鼓地宣传尊老敬老的先

进事迹,表彰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先

进典型,唤醒人们对于留守老人这个特

殊群体予以特别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

同时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援助,切实帮

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在全社会形

成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充分体现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2深入调查研究,解决重点困难 

农村留守老年人的面临的困难很多,

但是不同的人困难程度也大不相同。有

些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精神上的安慰,有

些需要解决经济费用上的问题,而另一

些则需要解决自身对生活的乐观面对

等。基层工作者要深入实际,认真区分不

同的情况,解决不同留守老人群体所面

临的关键困难。各级干部是群众的主要

骨干,应更多地履行照顾留守老人的责

任,应当责任到户到人,保持密切联系,

随时掌握情况,及时解决各种困难,尤其

是疾病医疗等问题。同时对于那些生活

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单身老人应想办法

集中供养和照护。 

2.3完善政策法规,保护合法权益 

农村的留守老年还会反映出更多的

维权问题。无论是社会歧视问题,涉及老

年人的有关违法行为,还是互相推挤并

拒绝抚养老年人等问题,均可通过法律

的手段捍卫老年人本身的合法权益。有

关部门应制定法律政策保护老年人的合

法权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老年人

权益法》等法律规定,做好保护留守老年

合法权益的工作,如留守老人养老金的

提供,医疗的完善、安全的保障和其他方

面的权益等,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等,帮助老年人使用法律武器保护其合

法权益。 

2.4统筹城乡建设,繁荣农村经济 

农村地区的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

虽然可以使得农村家庭的经济水平获得

一定的提高,但也因孩子寄养在家中,使

得大部分钱都花在老年人与隔辈人在一

起生活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上,老年人的

经济收入可能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

些问题不仅应引起外出务工人员的注意,

而且应在更大程度上引起社会的关注。

因此,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积

极鼓励和指导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返乡创

业,农民工重返乡村创业,不仅促进了农

村的经济的正常发展,加快农村产业结

构战略性调整的步伐,为农村经济和社

会的全面健康发展做出贡献,而且会在

更大程度上使农村留守老年人能够真正

过上幸福的生活。今天,老年人就是子孙

后代的明天,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关爱,

全社会都应伸出援助之手,奉献爱心,共

同关爱照顾留守老人,践行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不断提升留守老人的获得感。 

3 结束语 

总之,只有不断加强对留守老人的

关注,为他们的幸福生活创造更多舆论

环境、法治环境、道德环境,创造更多的

条件,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和家庭的

关爱,这也是统筹城乡发展中重要的一

环,只有这样能才能够不断提升留守老

人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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