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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全省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

法 律 保 障 。 尤 其 应 逐 步 加 大 对 农 村 社 会 保 障 的 投 入 力

度，通过发展网络远程医疗、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建立

社区养老网络等措施，加强城乡医疗保障、经济保障、

居住保障，以此完善城乡养老社会保障体系。

通过完善陕西省老年健康服务体系，能够提供更加

便捷的网络远程医疗服务。如通过对农村地区的老年人

进行网络远程医疗知识宣讲、健康教育活动的方式，提

高农村老年人对网络远程医疗的接受度，增强对网络远

程医疗的信任，以便更好地发展网络远程医疗，缩小城

乡医疗资源的不均衡程度。

政 府 通 过 加 大 对 乡 村 居 民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的 投 入 和

支持力度，适当提高保障水平，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品

质。同时，通过加大对乡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投入和

支持力度，有助于缩小城乡养老制度之间的差距，实现

城乡养老制度的均衡发展。[9][10]

鼓励社会力量利用社区配套用房或闲置用房开办护

理服务中心，支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增

设护理单元或床位，引导具备服务能力和相应资质的机

构将照护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加快构建“居家、社

区、机构”协调发展的老年人社区养老网络。

（二）提升乡村老年人收入

建议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总体上来说，陕西省拥有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其中乡

村旅游产业占据全省旅游资源的26.1%。各地可以借助这

一优势，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提升乡村人口老年收入。

首先，制定相关的旅游政策。通过财政和税收优惠

政策，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投资者参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发

展，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其次，加大对乡村旅游产业

的资金投入。可以将资金用于修复历史文化遗址、打造

特色民俗村落、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建设和改善

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以便游客有更好的民俗体验感。

最后，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和管理体系。制定详

细的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项目和政策措施，

确保乡村旅游发展有序、可持续。同时，加强对乡村旅

游项目的监管和管理，保障游客的安全和权益，提升乡

村旅游的品质和口碑。

（三）改善城乡传统养老观念

改 善 传 统 养 老 观 念 是 解 决 农 村 老 年 人 养 老 问 题 的

重要途径。政府应该加强宣传教育，推动传统养老观念

的改变。传统养老观念在农村地区往往意味着老年人完

全依赖子女赡养，而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需要全社会共

同参与养老的阶段。政府可以开展宣传活动，弘扬尊老

敬老的传统美德，倡导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理念。政

府还可以鼓励农村社区组织开展相关教育活动，例如举

办关于养老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班，增加老年人的自我养

老意识和能力。通过这些教育活动，老年人可以更好地

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拓展社交圈

子，从而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和负担。

参考文献

[ 1 ]李文君：《城乡老年人健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22（05）：

459-461页。

[2]张慧颖：《城乡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差异及影响因素

浅析》，载《产业与科技论坛》，2020（03）：85-86页。

[3]谢美娟：《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业产业发展面临

的挑战与对策 ——以贵州省为例》，载《南方农机》，

2022（15）：93-95页。

[4 ]唐冰开、李晨：《吉林省人口老龄化特征与老

年照护服务制度建设研究》，载《关东学刊》，2023

（01）：62-68页。

[5]梁晓林、张冲：《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研究——基于城乡差异视角》，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3（02）：57-71页。

[6]陈晓娜：《共同富裕背景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载《经济师》，2023（06）：

287-288页。

[7]李海伟、杨丽梅：《城乡融合背景下成都市老年

人“养老下乡”问题研究》，载《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

报》，2023（03）：85-90页。

[8]张杰、汪小京、孙学梁：《宁波市人口老龄化与

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耦合关系研究》，载《宁波开放大

学学报》，2022（04）：43-48+59页。

[9 ]王国定、陈祥、孔欢：《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

老龄化的时空关联——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

析》，载《经济问题》，2022（07）：44-53页。

[10]王虹晴、符仁建、刘巧等：《老龄化背景下城

乡养老综合体设计研究》，载《大陆桥视野》，2023

（05）：79-81页。

作者简介

杨 　 煊 　 西 安 工 程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硕 士 研 究

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屈　旻　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

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