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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谈·

聚光镜··关爱老年人 添彩夕阳红⑥

·面对面·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记者：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乐，老龄事业发展理念
有什么新变化？

朱红英：老有所养，强调的是满足老年人物质生活
需求；老有所乐，更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了应
对老龄化社会，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初步搭
建起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
构养老等不同服务模式，为老年人安享晚年提供了多样
化选择。 不过，当前各地养老服务还停留在生活照料等
物质层面， 对于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缺乏相应的关
注。 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十
分匮乏，这非常不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因此，强调老有
所乐， 说明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老年人这方面的需求，
以后的养老服务，一定是注重物质供养和精神关怀全面
均衡的发展模式。

李静：一提到养老，不少人以为只要让老年人吃穿
不愁就行，很容易忽视他们的心理需求。 实际上衰老不
仅是一种生理上的变化，还是一种心理上的变化，许多
老年人由于退休或其他原因，难以适应老年生活，会感
到孤独、沮丧，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有统计显示，老年抑
郁在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的发病率为 7.3%。 所以，
让老年人快乐，才是养老的最终目的。毕竟老有所乐，才
是高质量的老年生活。

记者：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如何？
李静：现在，老年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强烈。 一方

面，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不少老年人有条件进行
更为多样的文化娱乐消费；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导致当
前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子女陪伴父母的时间很少，
导致很多老年人处于“精神空巢”状态，更需要丰富的精
神文化生活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不过，当前的精神文化
服务还难以满足老年人旺盛的需求。 从公共服务来说，
文化娱乐基础设施不足，人才队伍建设滞后，整体的服
务能力和水平较为落后。 从文化市场来说，年轻人才是
市场的流量所在， 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十分欠缺，
老年人很难享受到个性化的服务。

朱红英：关于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当前一个突出
问题是城乡之间失衡严重。城市文化场馆设施等资源聚
集，老年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日常各类文化娱乐活
动较为丰富。但在农村，老年人文娱生活十分匮乏。许多
人的娱乐方式就是打牌、打麻将或者看电视，非常单一。

记者：如何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朱红英： 相关部门应重视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努

力提升文化服务供给能力，让老有所乐成为老年人生活
的常态。其中，尤其要重视农村地区文化建设，补齐公共
文化服务短板，推动相关资源向农村倾斜。 各级文化部
门应定期举办面向老年人的“文化下乡”活动，丰富他们
的日常文化生活。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老年人文化服
务，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志愿
者下乡开展服务。此外，丰富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还
要用好互联网、新媒体等传播新技术新模式，推动线上
各类适合老年人的文化娱乐节目覆盖到农村，弥补基层
资源不足的问题。

李静：首先要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文体设施是开展
好老年文化活动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手段，但现在城乡文
体设施供应不足，特别是社区、农村等老年人身边的设
施不多， 应把老年精神文化建设纳入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列入城乡建设序列。 其次，应充实服务力量，在推进
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老年大学、老年
公寓、老年活动中心、敬老院等老年公益事业。 最后，要
充分发挥老年人文化活动团体的作用，积极创造条件开
展适合老年人的各类文娱活动。 经常组织开展科学、健
康、形式多样的老年文化体育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

面对老年人期盼， 相关部门该
如何帮助老年人更愉快地享受老年
生活？ 记者对话省人大代表和有关
专家———

共筑老年人“精神家园”
对话人：省人大代表 朱红英

安徽健乐老年大学校长 李静

打开“老有所乐”新思路

■ 韩小乔

轻盈地踮起脚尖，随着音乐自信舞动，辽
宁沈阳一群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的非专业舞
蹈演员，因为热爱舞蹈走到了一起。 当地文化
馆不仅每周免费让老人们使用一个下午舞蹈

室，还专门对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
做热爱的事，什么时候都不晚。 相比于青

年人，老年人有更充足的时间、更充沛的热情
参与文化体育活动。 通过文体活动，老年人不
仅可以探索自身兴趣爱好、丰富精神世界，也

可以在活动中增进与他人的情感交流， 开辟
新的交友圈，实现自我价值。

随着老年群体规模扩大、 精神文化需求
增加，公共服务短板逐渐显现。 由于门槛低、
费用低， 很多老人都愿意前往公共文体活动
场所，但现有活动场所存在数量不足、布局不
合理、功能不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近年
来，老年人因缺少广场舞场地而占用篮球场、
停车场引发的争议不少。 因此，既要通过加大
财政投入、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规划建设更
多功能丰富的活动场所，又要整合社区、老年

活动中心和敬老院等现有资源， 鼓励事业单
位和国企为老年人免费提供活动场地和相应

支持。
除了活动场所供不应求， 文体服务质量

也有待提高。 从打麻将、看电视到美容、健身、
插花，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娱乐内容、休闲方
式正在发生变化。 但一些地方组织的老年文
体活动，因不契合老年人需求、缺乏精心设计
导致普及性不强、参与度不高，流于形式。 文
体服务“走心”才“贴心”，要充分听取老年人
的意见，提供既有趣又适合老年人的活动，吸

引更多老年人参与进来， 促进公共服务提质
增效，让老年人享受更优质的晚年生活。

学习知识、技能是实现“老有所乐”很好
的途径。 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老年人
开展文化内容创作提供了丰富便捷的渠道。
不少老年人既有拍摄短视频、 制作公众号的
需求，也有实现自我价值、创造社会价值的热
情，但常因缺乏专业化的相关培训，未能充分
发挥特长、展示自我。 一些社区针对老年人需
求 ，为其 “量身定做 ”短视频 、新媒体培训讲
座，让他们在“老有所学”中实现“老有所乐”。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快乐地开展各
种“老来乐”活动，需要老年人自己调整心态
和状态，更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和帮助。 在保障
“老有所养”的同时，社会各界应针对老年群
体特点，与时俱进加强老年旅游、教育、体育、
休闲等服务供给， 不断拓展文体活动的新思
路，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能“老有所乐”。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娱乐方式单一

渴望“快乐地玩耍”
———“目前农村老年人的

文化娱乐生活太匮乏了,只要
有人组织，他们就愿意参与。 ”

今年初，一位“90 后”小伙带领村里老年
人跳舞的视频在网上火了。视频中，几十位老
年人在音乐声中扭动着身子，挥舞着手臂，有
的闭着眼睛在跳舞， 有的抱着扫帚假装在弹
吉他，热闹的场面仿佛欢乐的海洋。

视频里的小伙叫王明乐，是萧县龙城镇
毛营子村人。 在他的带领下，毛营子村的老
人们爱上了跳舞。 “跳舞的老年人，已经成为
俺们村一道风景线了，隔不了几
天就要跳上一场。 ”王
明乐打趣地说。

然而几年
前，村里老
人们 的
生活
却

没有这般热闹。 2016 年，在外打工多年的王
明乐回到老家县城创业。 离家近了，一有空，
他就会回村里转转。 “年轻人外出打工了，村
里都是留守老人。 ”王明乐发现，老人们无事
可做，为了消磨时间，要么在村里闲逛几圈，
要么上邻居家串个门，唠几句家常，有的甚至
就搬个板凳，在门前一坐就是半天。

“我要让他们热闹起来，快乐起来。 ”这
个想法在王明乐心里冒了头，而他让老人快
乐的方法就是跳舞。

王明乐第一个找到了毛宏礼。 老伴去世
后，毛宏礼一个人生活了快 20 年。 儿女们在
外打工，平常很少回来。 平时，毛宏礼唯一的
娱乐方式就是窝在家里看电视，“有时候一
看就是半天，挺无聊的”。

得知王明乐想带大家跳舞，毛宏礼很支
持,“就当是活动活动筋骨”。 2019 年底，毛宏
礼和其他 3 位老人加入了王明乐的舞队。

他们的首场演出并不成功。 “当时我把
音箱搬到村里的一块空地上，招呼老人跟着

跳。 第一次尝试，几位老人很是放
不开，扭几下身子就下场了。”
王明乐回忆说。

王明乐没有泄气，
一遍遍地教老人动
作 ，带着他们一
起跳。渐渐地，

老人们放下了顾虑，大胆地跳了起来。 他们
沉浸在音乐中， 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放松，动
作越来越自如。

跳舞的快乐在村子里蔓延。 从最初 4 位
老人， 到后来的八九人， 再到后来的 30 多
人，连附近村子的老人也被吸引过来。 2021
年春节，他们举办了一场大派对，几个村子
600 多名老人在一起跳舞。

在王明乐看来：“目前农村老年人的文
化娱乐生活太匮乏了，只要有人组织，他们
就愿意参与。 ”

活动设施不足

“火爆”需求难满足
———“现在， 我们每周只能

排练一次，大家都觉得不过瘾。 ”

对于城市里的老年人来说，跳舞不是啥
新鲜事。 除了跳舞，合唱、乐器演奏、模特走
秀等活动，正成为当下城市老年人多样的文
化娱乐选择。 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

“我们成立模特队时，小区的文艺团队
还很少，社区的活动室没啥人用。 大家只要
有空，每周能排练三四次。 ”回忆模特队成
立之初， 合肥市庐阳区亳州路街道畅园社
区居民况晶最深刻的印象， 便是场地能够
自由使用。

今年 62 岁的况晶喜欢模特走秀，还在
老年大学专门学习了几年模特课程。 几年
前，小区的一些老人找到况晶，想跟她学习
模特走秀。 就这样，大家成立了一支老年模
特队，经常在一起训练步伐、身姿。 有时候
社区举办文艺活动， 也会邀请模特队秀上
一圈。

渐渐地， 加入模特队的老人越来越多，
从最初的不到 10 人，发展到了 40 多人。 一
开始， 参加模特走秀的多是社区的女性，后
来一些老大爷也在老伴的带领下，加入了模
特队。

就在模特队规模壮大的同时， 社区里
的文艺队伍也在增多。 没几年时间，合
唱队、乐器团、舞蹈队、戏曲队等队
伍纷纷组建了起来。 参加文艺活
动的居民越来越多，但社区可
供活动的场所却没有增加。

“社区只有一间活动
室， 常常几支队伍一起
排练，跳舞的、唱戏的 、
搞乐器的各占一块地，
很不方便。”况晶说，为
了方便管理， 社区后
来制作了排班表 ,“现
在， 我们每周只能排
练一次 ， 大家都觉得
不过瘾”。
记者采访发现 ，当

前城市社区中的老年娱
乐活动看似挺丰富， 但其
实同质化严重，基本以歌舞
形式为主。 “唱歌跳舞适合低

龄健康的老人， 而那些高龄或者身体不好的
老人就难以参与了。 ”安徽乐年健康养老产业
有限公司社区事业部总经理汤元月认为，发
展社区文化娱乐活动，要多一些“新玩法”，才
能满足不同老人的多样化需求。

强投入增供给

为老有所乐“解渴”
———“政府应加大投入，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补齐城乡
文化娱乐基础设施、人才队伍
等方面短板。 ”

成为老人们的“忘年”玩伴之后，王明乐
发现村里的老人们竟有点离不开他。 只要他
一回村，就有不少老年人过来串门，让他带
着跳舞。 “隔几天不跳舞，身上就痒痒。 ”毛宏
利说，现在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跟着王明乐
跳舞。

不过，王明乐自己的事越来越多。 他现
在不仅在县城跑代驾， 还租了一个门店，卖
酒水和鲜花。 生意虽然忙，但王明乐总会抽
出时间回村看望老人，组织他们跳舞，“这个
事既然是我开的头，就会一直干下去”。

王明乐心里清楚，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远
远不够。 最近，他组织活动时，会叫上几个同
龄的伙伴一同参与，“我想让更多年轻人关
注老人的生活，愿意带他们玩，让他们晚年
过得更快乐”。

王明乐也想过其他的外援。 他告诉记
者，一些公益组织同他联系，表示愿意为村
里的老年人提供服务。 他觉得公益组织比较
专业，能带老人玩更多的花样。 “不过，他们
最好能经常进村。 要是一年只能来三五次，
对老人来说也不‘解渴’。 ”王明乐说。

城市中的老年人文艺队伍， 也面临同
样问题。 汤元月告诉记者， 目前老年人自
发组织的各种队伍 ，具有很强的 “草根 ”性
质，在活动开展、教学组织上缺乏明确的规
划。 很多队伍没有专业指导人员， 全靠一
两位热心居民带领成员学习， 这样既不利
于队伍发展，老年人也体验不到新东西。

近年来， 乐年养老承接了一些社区养
老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为丰富老年人文
化生活，汤元月花了不少心思。 一方面，她
主动链接相关社会资源， 发掘引进一些有
才艺的居民 ，为老年人组织茶艺 、插花 、手
工制作 、特色烘焙等兴趣活动 ；另一方面 ，
在社区经常策划举办各类展演活动， 为老
年人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 “老年人文化娱
乐活动，不仅仅是自娱自乐。 有了展示的平
台，才会激发他们更大的兴趣，吸引更多人
参加。 ”汤元月说。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面对老年人文化
娱乐需求，相关服务供给还存在很大缺口。 ”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吴宗友长期
关注老龄化问题，他建议，“要为老年人提供
高质量的文化娱乐服务， 政府应加大投入，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补齐城乡文化娱乐基础
设施、人才队伍等方面短板。 ”

他们还面临哪些“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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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2 日，淮北市相山区
爱园城市“口袋公园”，舞蹈爱好
者在跳舞。

本报通讯员 周方玲 摄

乐享晚年

荩 萧县龙城镇毛营子村，老人
们开心地聚在一起。

本报通讯员 王明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