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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时代下玉溪市N村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探究
者晓琳，王美佳 *

玉溪师范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摘　　　要　 ：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玉溪市N村的养老问题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聚焦于N村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

分析其发展现状、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实地调研、数据分析等方法，研究该模式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契合情

况。探索如何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体系、加强政策支持，以提高N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为乡村振

兴中的养老事业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模式，促进N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养老保障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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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elderly care problem of N village in Yuxi City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grated mode of centralized elderly 

care in N village, and analyzes its development status,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it of this model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plore how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mprove the service 

system, and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N village,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referential ideas and mod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ordin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lderly care security in 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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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重要举措。在这一进程中，农村养老问题成为不可忽视的关

键部分。玉溪市 N 村，和众多乡村一样，正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带

来的冲击。传统的养老模式已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在

此背景下，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应运而生。这一模式对于提高农

村养老效率、整合资源有着重要意义。对玉溪市 N 村集中养老一

体化模式进行深入探究，不仅关乎老年人的福祉，更对乡村振兴

战略下农村养老模式的创新与发展有着参考价值，有助于完善乡

村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深入了解玉溪市 N 村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的运行现状，剖析

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社会融合以及农村发展

的影响。明确该模式在实施过程中的优势和挑战，提出针对性的

优化策略，以完善 N 村养老服务体系，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养老

领域的有效落实。

  通过文献研究法，查阅国内外乡村养老相关文献，梳理已有

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 N 村养老模式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

案例。实地调查法，深入 N 村，通过访谈、观察等方式收集集中

养老一体化模式的一手资料，包括设施建设、服务内容、老年人

反馈等。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内对于乡村养老的研究多聚焦于不同地区乡村养老模式的

探索 [1]。部分学者研究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养老模式创新，如

以村集体为主导的集中养老模式 [2]。中西部地区则更多关注如何

在经济欠发达条件下完善农村养老服务 [3]。同时，国内研究也重视

乡村振兴与养老的融合发展，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创新养老模

式，如居家养老与社区服务相结合的“居家 + 社区”模式，以及

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智慧养老模式 [4]。这些成果为分析 N 村集中养

老一体化模式在地区适应性和振兴融合性方面提供了参考。

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建立了完善的农村社区养老

模式，强调政府、社会、家庭共同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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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体系 [5]。北欧国家则以福利型养老模式为主，高福利政策保

障老年人在乡村也能享受优质服务。相关研究注重从制度设计、

资源分配、社会公平等视角探讨农村养老模式的可持续性，为玉

溪市 N 村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在多元主体协同和保障公平性方面

提供了借鉴 [6]。

二、玉溪市 N 村现状分析

（一）N 村人口与老龄化现状

玉溪市 N 村位于云南省中部，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庄，常住

人口约1500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增加，N 村的青壮

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导致村内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根

据2023年的统计数据，N 村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达到了

2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占比

为8%，这些高龄老人大多患有慢性疾病，生活自理能力较弱，需

要长期的医疗和生活照顾。N 村的老龄化问题不仅体现在人口结

构上，还表现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和生活质量上。由于缺乏足

够的养老设施和专业的养老服务，许多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

着诸多困难。例如，老年人就医不便；交通不便，文化娱乐活动

匮乏，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二）N 村现有养老模式

目前，N 村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辅以社区养老

和互助养老。家庭养老是 N 村最传统的养老方式，大多数老年人

选择与子女同住或独居，由子女或近亲属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经

济支持 [7]。然而，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家庭养老的功能

逐渐弱化，许多老年人的子女无法在身边照顾他们，导致老年人

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存在较大缺口。社区养老是 N 村近年

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养老模式。村内设有老年人活动中心，为

老年人提供基本的娱乐和社交活动。村两委还组织了一些志愿者

服务队，定期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咨询。然而，这些服

务的覆盖范围和质量仍然有限，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三）N 村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尽管 N 村在养老模式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但仍面临诸

多问题和挑战。养老设施不足是 N 村养老问题的突出表现。村内

的老年人活动中心规模较小，设施简陋，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多样

化需求。医疗资源的匮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村卫生室的医疗设

备和药品种类有限，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不高，老年人的健康需

求难以得到充分保障。[8]

此外，还存在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不高、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较为单调等问题。且因为养老资金来源单一也村内的经济

基础较为薄弱，缺乏可持续的养老资金筹集机制，这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养老事业的发展。

三、乡村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构建

（一）模式定义

乡村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是指在农村地区，通过整合各类资

源，建立集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心理慰藉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 [9]。该模式旨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

多层次的养老服务，解决农村养老资源分散、服务不均衡的问

题，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1. 运行机制（主要内容）

首先，提供日常生活的照料服务，包括饮食、清洁、洗浴、

衣物管理等。其次，提供相关医疗保健，建立医疗保健体系，提

供定期体检、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等服务。与当地医疗机构

合作，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再次，我们关注老年人精

神需求，组织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如书法、绘画、舞蹈、戏曲

等，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感。此外，还

有家庭支持与社会参与，通过家庭支持计划，鼓励子女和亲属参

与老年人的照顾，增强家庭的养老功能。

2. 一体化模式的特点

该模式集多种服务于一体，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满足老

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又依托社区资源，形成社区参

与、家庭支持的养老模式，增强社区凝聚力 [10]。从可持续发展

性来看，该模式通过科学的管理机制和运营模式，确保养老服务

体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很具有灵活性，可根据老年人的

具体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灵活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注重

公益性和社会效益，通过政府、社会、家庭等多方力量的协同合

作，降低老年人甚至年轻人的经济负担 [9]。

四、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在 N 村的实践

（一）步骤与策略

我们组织了多次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老年人普遍希望在熟

悉的环境中安度晚年，但现有的家庭照料和社区服务难以满足他

们的需求。

基于调研结果，村委会制定了详细的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规

划，明确了建设目标、实施步骤和预期效果。通过多种渠道筹集

资金，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和社会捐赠。还引入了社会资本，通过

合作共建的方式，共同推进集中养老设施的建设。N 村在村中心

位置选址建设了一所集养老、医疗、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该中心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设有老年人公寓、医疗保

健室、活动室、餐厅等设施。

在建设过程中，N 村充分考虑了老年人的特殊需求，采用无

障碍设计，确保老年人的安全和便利。N 村集中养老服务中心不

仅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保健服务，还设立了心理辅导、文化娱乐

等多元化服务项目。中心配备了专业的护理人员和医护人员，定

期开展健康检查和康复训练。N 村还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定期

为老年人提供陪伴和帮助，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为了确保集中

养老一体化模式的可持续发展，N 村创新了管理机制。中心实行

“政府引导、村集体主导、社会参与”的管理模式，建立了完善的

管理制度和服务标准。

N 村还建立了老年人参与决策的机制，定期召开老年人座谈

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服务内容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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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效与亮点

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的实施，不仅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还

促进了 N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通过引入社会资本，N 村的村集体

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壮大。中心的建设和运营为村内提供了多个就

业岗位，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集中养老模式

的可持续运营提供了有力支持。N 村的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为

农村养老问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整合村内资源，

建设集中养老设施，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这一模式有效解决

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难题。N 村的实践为其他农村地区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借鉴，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三）优势与挑战

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在玉溪市 N 村的实施，不仅为当地老年

人提供了更加全面和高效的养老服务，还促进了农村社区的和谐

发展。该模式通过整合社区资源，实现了养老服务的规模化和专

业化，有效提升了服务质量。

尽管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在玉溪市 N 村取得了显著成效，但

仍面临一些挑战。资金问题是实施该模式的主要障碍之一。专业

人才短缺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集中养老模式需要专业的护

理人员和管理人员，但农村地区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相对不足。

老年人的观念转变也是一个挑战。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在农村地

区根深蒂固，许多老年人对集中养老模式持观望态度。

（四）应对策略与建议

为应对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面临的挑战，玉溪市 N 村需要

采取一系列应对策略和建议。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养老事业

的投入，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和政策倾斜。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养

老服务中心的建设资金、提高护理人员的待遇、完善养老服务设

施等。其次，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是提升集中养老服务质量的关

键。N 村应与当地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开展

定向培养计划，为农村养老服务输送更多专业人才。N 村还可以

通过提供职业发展机会、改善工作环境等措施，吸引和留住优秀

的护理人员和管理人员。接下来，需要加强宣传教育，转变老年

人的观念也是推进集中养老模式的重要环节。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玉溪市 N 村乡村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的深入探

讨，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 N 村的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在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缓解家庭养老压力、促进社区和谐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效。二是 N 村的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不仅借鉴了国内

外先进的养老理念，还结合了当地实际情况，形成了具有地方特

色的养老模式。这种模式在农村地区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三是

该模式通过政府、社区、家庭、社会力量的多方参与，构建了一

个可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四是 N 村的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

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

模式。这些经验可以为其他农村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二）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优化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

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例如，可以通过引入更多的科技手段，提

升养老服务的智能化水平；通过改进管理机制，提高服务的规范

化程度。研究不同地区农村集中养老一体化模式的差异和共性，

探索跨区域合作的可能性。通过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共享经

验、资源和技术，推动农村养老事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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