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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老年人精神文化建设的建议
领衔代表 吴伟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截至 2022

年 1 月，从年龄构成看，60岁及以上人口 26736万人，占全国

人口的 18.9%，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0056 万人，占全国人口

的 14.2%，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预计到 2040年，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或将超过 20%。

随着我国老年型社会的到来，如何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老年人这个特殊的群体，拥有大量的

空余时间，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高，如果老年人的精神文化

需求长期无法得到满足，就会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影响到身体健

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发展老龄事

业，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发展老龄事业

的工作格局。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城市初步建立了养

老保险制度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农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

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等。

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如何让老年人活得更健康，

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已迫在眉睫。

一、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类型

（1）娱乐型。一部分老年人对娱乐型需求十分强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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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希望社区提供自娱自乐的平台，开展有益身心健康的唱歌、跳

舞、书法和绘画等活动。

（2）知识型。一部分老年人想学习更丰富的知识来充实提

升自己，通过参加老年大学、老年诗社、老年书画社、科技知识

讲座、保健知识讲座等学习提升自身素质。

（3）社交型。老年人退休后，交往范围变得日渐狭窄，与

社会联系的紧密度下降。而社会交往是人的一种自然向往和能动

适应的社会属性，也是人社会化的基本途径，老年人同样需要社

会交往，了解社会，加强沟通交流。

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存在的问题

（1）硬件设施不足，活动项目缺乏。当前所建立的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社区老年活动室的数量对比庞大的老年群体数量来

说，无疑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硬件设施缺乏，很大程度上阻碍了

各项活动的开展和较高层次精神文化活动项目的引进。

（2）心理疏导缺乏，精神健康凸显。老年人是各类精神障

碍患病的高危人群。有调查显示每 300名老年人中就有 92人感

到孤单、失落，迫切需要心理疏导。而目前并没有足够多的心理

咨询师队伍经常性地为社区老年人开展专业性心理疏导服务。

三、加强关注老年人精神文化建设的建议

（1）完善硬件设施配套，加快老年人精神文化建设。充分

发挥现有文化设施的作用，加强维护，规范管理，努力创造条件

向更多老年人开放。同时，充分考虑并安排老年文化设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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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城市建设、社区改造等项目建设中充分考虑配套建设一批适

合老年人文化娱乐活动的文化设施和活动场所。

（2）引导有条件和意愿的老年人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利

用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特长，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文化服务，

提高老年人的自我服务水平，体现“老有所为”的社会价值，发

挥志愿者在老年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活动

点，让有共同兴趣爱好、志同道合的老年人聚在一起，以固定时

间在固定地点，不固定人员的方式开展不同主题的活动。

（3）加强人文关怀，注重精神慰藉。高度关注老年人心理

健康问题，完善现有的政府主导、精神卫生和健康教育专业机构

指导、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主体等共同组成的心理健康网络体系。

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举办社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讲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