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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内容：新老人是 1955-1960 年出生、有退休金的 60 后老人，

该群体有钱有闲，注重文化养老，是能够积极消费的老龄群体。

农村新老人指有退休金、存款、房产、子女等养老资源做保障、

具有良好养老心态的 60 岁以上健康农村户籍老人。实施乡村振

兴，农村新老人文化养老不可或缺。当前社区养老、老年教育、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文化养老路径大都针对离退休干部、离退休

职工，还没有普及到农村新老人。

就文化养老来说，农村新老人相较于城市新老人是一块短

板，农村新老人文化养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宣传力度不够。近

年来，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趋于城市化，非农忙季节各农村成立了

广场舞队，但很多老人对自己的文化养老需求没有明确的认知，

没有意识到休闲娱乐活动也是促进自身健康的重要方式，对文化

养老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不够。二是养老资源投入有限。随着农村

社区体育设施的投入，农村具备了文化养老基本的活动区域，但

普遍存在设施简单、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农村文化养老资源

的投入依然不足，亟需政府、社会、村集体加大投入。三是养老

内容有待扩展。农村文化养老活动大多是带有地方特色的广场舞

等，但随着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人们生活方式普遍城市化,农

村新老人对于乐器、阅读等较专业和高雅的活动需求也在增多，

传统的农村活动类型单一,无法满足农村新老人日益多样化的需

求。



具体建议：一、优化农村文化养老制度环境。一是制定和完善农

村文化养老相关制度法规，保障农村文化养老可持续发展。二是

扩大文化载体，老年大学是离退休老干部、城市老人文化养老的

主要载体，农村老人文化养老的载体则没有如此集中，大多数局

限于村内、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图书室、麻将桌、扑克桌、

羽毛球、广场舞设备、秧歌等。三是营造社区文化养老氛围，由

于农村文化载体较少，即使养老观念较先进，文化养老意识较强，

常因没有足够的文化氛围而局限于传统的养老方式。

二、建立农村文化养老教育体系。一是农村文化养老体系需

要老年人的配合，文化养老是老年人自发选择的一种养老生活方

式，是相对于物质赡养的养老观念，文化养老也是老年人自己充

电，提升自身价值的过程。二是农村社区应开展融入文化因素的

活动，利用老人对街坊、邻居人际关系的天然信任感，吸引更多

农村老人参与各种活动。

三、重视农村老人文化养老需求。一是引导农村老年人培养

自我养老意识，在劳作、家务、抚育孙辈的同时要有自娱自乐的

乐观心态，改变养老观念珍惜幸福生活。二是农村社区应有文化

养老活动的设计，从宏观上推动农村新老人积极适应老龄化态

势，正确面对空巢、留守等严峻现状，引导农村老人理性看待现

代孝道内容的衍变，满足农村老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