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空巢老人调研报告(模板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
取最新的信息，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
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农村空巢老人调研报告篇一

落实老年人优待政策，提高为老服务水平，真正掌握全县空
巢老人基本生活现状，对此展开调研，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
理的空巢老人调研报告，欢迎大家阅读。

为了更好地落实老年人优待政策，提高为老服务水平，真正
掌握全县空巢老人基本生活现状，我县组成21个工作组(以乡
镇和社区为单位，每个乡镇选定条件各异的2个村)通过进
村(社)入户、深入访谈，分别从空巢老人的基本情况、社会
成因、精神慰籍、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等问题进行问卷调查，
现将情况总结报告如下：

目前，全县共有老年人6.31万人，占总人口的12.09%，高于
国际上规定的老龄化社会标准2个百分点。其中空巢老
人19435人，占老年人口的30.8%;身体状况较差的有1.4万人，
占总数的22.19%;经济状况较困难的有1.2万人，占总数
的19.01%;特困的有3827人，占总数的6.06%。现在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外出经商、务
工，空巢老人也随之与日俱增，这种现象在农村尤为突出。

空巢老人的养老意愿主要为居家养老。有些老人目前居家生
活但有社会养老意愿;居家养老的空巢老人考虑到将来的身体
状况下降、需要别人照顾及自身安全出现问题时，表达了将
来的养老意愿为雇佣保姆、居家养老或机构养老，但对机构
养老尚存在一些心理顾虑，包括不习惯、受限制、入住难、



服务差、费用贵、对家庭的名声影响不好等因素。

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困难较多。包括在家料理家务困难、外
出购物困难、参加社会活动困难;当老人遇到困难时，首先会
选择依靠自己的力量或夫妇分工合作来解决问题，当超出自
己的能力范围而不能自行解决时，会选择求助子女、亲戚、
邻居来应对困难;空巢老人都表示遇到困难时会尽量自己解决，
不愿求助别人，主要原因是认为对其不放心、自己也觉得不
大习惯;更不想欠亲戚邻居的人情。面对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他们希望村(社区)能够解决老人生活上的困难、丰富
业余生活、掌握基本信息、帮其出谋划策等。

在情感方面表现复杂化。多数空巢老人大都处于 出门一把锁、
进门一盏灯 独出独进的生活状态，面对着冷清凄凉的家，老
人很容易产生寂寞、孤独之感，导致情绪低落、焦躁不安、
无精打采、郁郁寡欢、孤僻抑郁等心理问题，常常表现出焦
虑恐惧、孤独、抑郁、恐病、情感饥饿等特征的 空巢综合症 。
空巢老人在遇到情绪不好时会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调适，但是
他们的娱乐方式单调，只能向家人、邻里、亲朋好友倾诉心
中苦闷。

在医疗治病方面希望以乡村卫生所为主,乡镇卫生院为辅。空
巢老人首选到农村卫生所看病就医，是因为农村卫生所便捷、
费用低，能够诊断治疗常见疾病，可以取到常规的基本药品。
空巢老人希望政府加大力度建设乡村卫生所和乡镇卫生院，
他们真心希望农村卫生所在医疗条件、服务水平、服务内容
等方面都能得到提高和改善。

有女无儿户。女儿出嫁，嫁出去女儿泼出去的水，很难经常
照顾娘家，剩下老人，形成空巢老人家庭。由于女儿出嫁它
村距娘家较远，除去生活照料不方便、精神慰籍不及时、家
务料理靠自己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老年人还要承担生
产劳动，自食其力。



有儿有女户。女儿出嫁，男孩成家，因为代际关系造成的生
活习惯不同，尤其是婆媳关系难处，两代人选择分家单过，
形成空巢老人家庭。这部分占大多数。

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青壮年等主要劳动力人员外
出经商、务工，留下老人在家，既要干农活，又要帮助照料
教育孩子，形成空巢老人。

精神慰籍问题。一是国情与风俗习惯决定我们的老年人，不
仅生活上依赖子女，精神上也一样，儿孙绕膝是最大的安慰，
所以空巢老人的晚年生活比较寂寞。分家单过的情况还稍好，
毕竟儿女都在身边，隔三岔五还能见着。关键是外出务工、
经商不常回家的这些人，一年到头跟父母见面的时间比较少，
老人们确实很可怜，盼来盼去，也就过年过节时能见到儿女。
平日里，只能老俩口说说话，或者和村里的老人们在一起聚
聚聊聊，这在农村是常见的现象。如果老伴去世，只剩下一
个人的，就更加孤单寂寞。空巢老人普遍缺少亲情，感到晚
年生活凄凉孤独，缺乏精神安慰，常常表现出焦虑恐惧、孤
独、抑郁、恐病、情感饥饿等的 空巢综合症 。 二是子女不
孝是对老人最大精神打击。老人因为子女不孝而苦闷。农村
大部分老年辛苦一辈子把子女拉扯大，儿女成双成对，有了
自己的家庭，老人却成了子女的负担，于是就另家单过，平
时不帮耕帮种，病时不虚寒问暖，虽在同村居住，但视同路
人，老死不相往来，往往儿子想管老人，儿媳妇不允许，甚
至有的儿媳沆瀣一气，拒不赡养老人;还有少数儿女不仅不赡
养不孝顺甚至打骂自己老人;有的子女只在过年时才来看望父
母，这种现象在农村比较普遍。一位老人感慨地说 能干活，
是儿女的劳力;不能干，就成了儿女的累赘;能动一天就得干，
不能干躺下就等死。

生活照料问题。对于低龄老人来说，影响不是太大，因为老
年人身体条件还相对较好，生活还能自理，大多还能参加生
产劳动，除非生病，不存在生活照料问题。但对于高龄老人、
尤其是身体状况不太好的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确实成为大问



题。

看病难困难。空巢老人中，常年患病的比率非常高，大多数
患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老年性疾病，有的甚至
多病缠身。由于医疗费用高，只能是小病忍，大病拖。虽然
绝大部老年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仍有大部分的老
人有病没钱医治。有的老人患头疼脑热、身体不适等一般的
病痛时选择忍着，扛一扛就过去了，只有扛不过去的病痛才
去买点便宜的退热止痛类药物。

经济困难问题。空巢老人普遍经济收入不高或缺乏独立的经
济收入。绝大部分农村空巢老人把一生劳作收入都奉献给了
社会和子女，到年老时却没有什么积蓄，经济收入低，养老
问题得不到有效保障。空巢老人的支出集中在饮食、水电、
日用品等必须品的开销上。既使有农村低保、五保供养和临
时救助等社会保障，但由于保障水平较低，也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大力宣传、表彰和推广老年
优待先进典型，加大普法宣传教育力度，推动《老年法》宣
传进社区、进农村，形成敬老法制观念，让全社会形成尊老、
助老、敬老的良好氛围。加大对《老年法》和涉及老年人的
优待政策的宣传落实，让更多的老年人在物质生活、精神文
化生活，医药保健以及维护权益等方面享有实惠，弘扬中华
民族敬老、助老、养老的美德，形成全社会树立尊重、关心、
帮助老年人的社会风尚。加大执法维权力度，依法处理和打
击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基层老年组织要经常开
展法制教育，帮助老年人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广泛开展对老年人家庭的 一访四查 活
动，对不尽赡养义务的家庭、子女进行批评教育，责其改正。
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服务网络，拓展老年人申请和获得法律援
助渠道，扩大老年人法律援助覆盖面，积极为老年人提供法
律服务。县、乡司法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对老年人提出的法
律援助申请，要给予 优先审查、优先受理、优先指派 服务。



司法机关继续推行和完善涉老案件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
先执行制度，提高涉老案件办案质量和效率。有效地维护老
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政府要继续加快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解决农
村家庭养老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使农民在年老时，也能像
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一样领取养老金，这是解决农村养
老问题的主要途径。我县去年已开始实现农村养老保险试点
工作，每位老年人每月可领取60元的养老保险金，但标准较
太低，60元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不断提高养老金额度。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农村低保和五保供
养范围，提高低保标准，让生活困难的老年人都能得到低保
待遇。三是应加大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补助力度，可考虑
对8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补贴，因为这个年龄
段的老年人，一般都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和
经济来源，政府应当给予适当的高龄老人生活补助。

尽管大多数的老年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住院需首
先垫付医疗费，受药品报销目录、起付线和封顶线限制，报
销额也较低。针对这种情况，应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加快探索实现降低老年人医保报销起付线和封顶线、
扩大药品报销目录、提高医疗费报销补偿比例、门诊药费报
销，解决医疗费垫付问题，减轻老年人医疗费用负担，让老
年人看得起病。对生活困难的空巢老人，其参加合作医疗费
用应予全免。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城市医疗卫生下乡巡回
义诊等活动，为年老体弱、经济困难的农村老年人送医上门。
农村地区大多数散居，特别是空巢老人重病后无力上医院，
甚至无人知晓。应建立农村公共医疗上门服务制度，实行区
域管理，与村医生、乡镇卫生院签订责任书，定时为空巢老
人免费体检，重病时减免一定的费用。解决其老有所养，老
有所医，从根本上缓解农村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随着家庭功能的弱化，养老方式是
现在急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目前我们应该推崇以居家养老



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方式，因此要着力打造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这个平台，同时逐步向农村延伸。认真总结试点
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经验，在条件成熟的村(社区)加
以推广，力争扩大居家养老服务范围和项目，为老年人提供
优质的服务平台。整合社会和村(社区)资源，建立老年人基
本情况、求助热线和为老服务信息的网络平台，形成县、乡
镇、村三级联网的基本养老服务信息系统，为老年人提供便
捷实用的养老信息服务，促进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集约化发展。各乡镇要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各村要建立
居家养老服务站，以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为重点，提供助餐、
助洁、助医、助行、助急等服务，兼顾老年人的多种需求，
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紧急援助、
心理咨询、文化学习、体育健身、娱乐休闲、精神慰藉、代
购代办等无偿、低偿、有偿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为老
年人居家养老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
人可采取专人上门包户的方式提供服务。对孤寡等特殊老年
人，鼓励和倡导政府购买、志愿者、邻里互助等多种方式实
施服务。

继续加大投入，进一步调整结构，完善服务功能，增加养老
机构床位供应量，切实提高入住率和服务水平。部分空巢老
人喜欢住进养老机构，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子女愿意将老人送
到养老机构。老人到了养老机构有人管理，有人照顾，老人
舒心，子女放心，但是我县目前还没有一处自费代养福利机
构。如今农村集中供养仅限于五保老人，孤儿。空巢老人无
法进入此行列，应适度拓宽集中供养范围，特别是对农村空
巢老人实行集中供养制度，其子女向供养机构提供生活补贴，
让高龄空巢老人受到妥善的照顾。有条件的地方，可由乡、
村组织牵头，通过招商引资及当地能人投资等多渠道兴办养
老院、托老所。要大力新、改扩建乡镇敬老院，接纳更多的
生活困难空巢老人、五保户、鳏寡孤独老人，国家负责这些
老人的基本生活费。老人们在这里实行个人开灶，自己煮饭，
生活上可以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应鼓励已经富裕起来的村
民兴办家庭托老院，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白天老人聚



在一起学习、娱乐，晚上回家休息。

要让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要老 理念深入人心，要树立 关心
今天的老人 就是 关心明天的自己 道德理念，老年人问题不
仅仅是单个家庭问题，更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要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运行管
理机制，要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家庭各自的职能和作用，
任何环节都不缺位，努力构筑全方位多层次为老服务大格局，
保证老年人工作层层有人抓，老年人的事有人管，老年人的
需要有人知，老年人的困难有人帮良好社会风尚，这样才能
弘扬 老吾老及人之老 的传统美德，才能真正实现 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的目标，使我们
的社会更加的谐、更加美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也
必将使农村空巢老人越来越多，这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
的必然现象。这决定了她们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养老问
题，需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才有可能实现他们
安享晚年的愿望。我们坚信，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为老年人
营造一个好的赡养环境，空巢老人就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快，空巢老人的处境逐渐受到
关注，如何让老人们度过一个生活有保障，精神上快乐充实
的晚年，已经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空巢老人是指没有子女照顾、单居或夫妻双居的老人，分为
三种情况：一是无儿无女无老伴的孤寡老人，另一种是有子
女但与其分开单住的老人，还有一种就是儿女远在外地，不
得已寂守空巢的老人。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已有老龄人
口1.69亿，占总人口数的12%，据全国老龄办统计数据显示，
有近一半的老人属于城乡空巢家庭或类空巢家庭。据北京老
龄办目前公布的统计数据，北京老年人口达到250万人，占全



市常住人口的15.2%，而空巢老人则会超过100万，占老年人
口总数的40%。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正以每年3.28%的速度增长，约为总人口
增长率的5倍，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迅速扩大。专家预
计，到203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近3亿，而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
将达到90%，这意味着届时将有超过两亿的空巢老人。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家庭结构小型化、空
巢老人养老难日益显现，人们对养老机构的需求在增
大。“住上”和“住不起”的现状并存。而传统的家庭养老
面临社会现实的挑战。三十多岁、四十岁刚出的“70后”，
已经渐渐成为社会各行业的中坚力量。

工作压力大、日常应酬多，是这一群体的真实写照。对他们
来说，照顾老人变成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对于刚刚步入社
会开始打拼的“80后”，面对高高在上的房价和竞争激烈的
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不沦为“房奴”，要不只能“啃
老”。对于并不遥远的父母养老问题，“囊中羞涩”的他们
感到十分困惑，甚至有人发出了“十年后，我的父母谁来
养”的感慨。

据全国老龄办统计，我国生活部分自理或者完全不能自理的
老年人约占老年人总数的1/3，其中不乏众多空巢老人。福建
省老年学学会课题组进行了一次城乡空巢老人调研，通过抽
样调查得出，近20%空巢老人感觉生活无人照 料是面临的最
大困难。对他们来说，吃饭、洗澡、做简单家务已成为生活
的最大困境。如果说，日常生活的不便自己尚且能够艰难克
服，那么在遭遇突发状况甚至发生意外时，空巢老人常无招
架之力，难免产生发生空巢老人孤独离世的悲剧。

相关资料显示，“空巢老人”经济收入普遍不高，尤其农
村“空巢老人”，经济收入非常低。他们大多数没有社会养
老保障，他们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自己劳动所得和子女补



贴。而老人劳动所得很有限，子女补贴缺乏稳定性且标准低，
也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总的来说，老人的经济保障普遍存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且收入偏低。

这种状况一旦出现了额外的支出，比如，“医疗费支出”，
而医疗费又占大多数老人生活开支的很大部分，这种矛盾造
成了老人“看病难…‘托病…‘怕看病”等各种心理、生理
问题。所以，部分“空巢老人”需要更多的社会的经济支持，
尤其在医疗费用的支付上，需要更多的社会政策倾斜。

北京、厦门、延吉等多个地区关于“空巢老人”身体状况的
调查显示，90%以上的老人都患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其中超过
一半的老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据福建省城乡空巢老人
调查报告显示：

54.64%的老人表示，因为无人 照料，所以最怕的就是生病。
空巢老人面对病痛常面临三大“无助”困境：急病突发无人
知晓、慢性疾病无人照料、医疗费用过高无法承担。疾病问
题在农村空巢老人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以湖北省农村空巢老人为对象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就医方
便的仅占40.7%;面对疾病，有55.6%的受访老人选择“简单治
疗”，16.2%的老人会选择“间歇性治疗”，仅21.8%的老人
采用“正规治疗”，另有6.4%会“放弃治疗”。上海市老龄
办对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进行调研时发现，超过90%的空巢老人
选择需要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常规体检、定时上门护理、
应急救助等等。

身体机能衰退、个人价值丧失，没有子女陪伴，都让空巢老
人倍感失落，对生活失去希望。据北京、上海、武汉、厦门
等多个地方对城乡空巢老人的精神状况调查显示：

心情暗淡、沮丧、孤寂，食欲减低，睡眠失调，脾气暴躁或
愁眉不展，不好与人相处，得过且过等等都是空巢老人常见



的心理体验与情绪状态，一些空巢老人甚至想到了自杀。上
海老龄办、宁波老龄办入户调查显示，90%以上的空巢老人都
希望与人交流、老有所乐、老有所用。

南京鼓楼区对空巢老人的活动需求调查显示：希望子女多打
打电话、常回家看看成为众多空巢老人的首要情感寄托;多组
织老年公益活动、创办老年活动室则成为空巢老人排遣孤寂
生活的主要心理诉求。

农村空巢老人调研报告篇二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加快，
以及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
逐步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在务工增收的同时，开扩了眼界，转变了观念，学到了
技术，增长了见识，也带动了家乡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
大量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却给当地社会带来了“留守儿
童”、“空巢老人”等等新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对
此，市关工委要求全市各级关工委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
调研，并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关爱广大农村“留守
儿童”的健康成长。今年四至五月，市关工委又组织2个调研
组，6位同志(每组3人)到全市县(区)、乡(镇)、村、校进行
专题调研，与各级党委、政府和关工委的有关同志一起，对
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的现状和问题、作法和经验、对策和
建议等再次进行认真研讨。现将调研情况综述如下：

一、现状和问题

据统计，目前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已达42万多人，占全市
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3.8%,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左右。这些
外出务工人员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大中城市，
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居多。据关岭、紫云等县的初略统计，他
们外出的农民工每年仅从邮局汇回的钱就相当于全年县级财



政的总收入。有的县初略估算，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总收入要
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调研过程中，
我们对部分乡(镇)、村的经济情况进行了了解，农民工在外
务工的年总收入大大超过乡(镇)财政年总收入，是农民人均
纯收入总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二以上。这样可观的经济
收入，不但体现了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
而且助推了家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长远分析，农民
工外出务工的趋势将会持续发展，进城务工人员将会越来越
多。

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他们的子女绝大多数还留在
原籍，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叔伯、亲友等照料，少
数的由哥哥姐姐带着。据统计，全市15周岁以下农村留守儿
童共计71075人，绝大多数在当地幼儿园、学前班、小学和初
中就读。另外，尚有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孤儿、残疾儿童分
散在各县(区)的学校就读，少数夫妻双方外出务工将子女带
到外地就读和夫妻一方在家照料子女的都未作统计。据平坝
县关工委统计，全县“留守儿童”9265人，占儿童少年总数
的24.3%，占全县中小学生总数的14%;留守儿童隔代监护的
占85%，托付亲朋好友监护的占10%，和兄弟姊妹一起独自生
活的占5%。普定县“留守儿童”在中学读书的占中学生总数
的15%，在小学读书的`占小学生总数的22%。镇宁自治县有留
守儿童7322人，其中父母双方都外出的3177人，单方外出
的4145人，在中学就读的1254人，在小学就读的4898人，1-6
周岁的尚有1170人。关岭自治县有留守儿童9079人，流动人
口儿童134人，孤苦儿童526人，就读初中的2834人，就读小
学的5852人，在学前班或幼儿园的882人，在关索一小特教
部(残疾和聋哑)就读的有33人。紫云自治县在中小学就读
的“留守儿童”占在校生总数的19%，隔代监管的占71.36%;
亲朋好友监管的占8.85%，尚有2748人与兄弟姊妹同住或独自
生活，占留守儿童总数的20%。

儿童，这是一个需要成年人帮助的群体。孩子们的成长，是
成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父母对孩子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天



空。这些留守儿童被委托给爷爷、奶奶和其他亲戚朋友代为
照管，他们在生活、学习、心理乃至安全等方面带来的诸多
难题，为社会所牵挂。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留守儿童”
中普遍存在三大问题：

(一)亲情缺失，普遍性格内向，孤僻自卑，存在心理障碍。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一年仅回家一次，有
的甚至几年才回家一次。“留守儿童”是非常想念自己的父
母的，有的“留守儿童”编有山歌对唱，甲唱“太阳出来红
彤彤，父母打工在广东;半夜梦里来相会，醒来眼前一场
空。”乙对“月亮出来亮堂堂，父母打工去渐江;半夜梦里来
相聚，醒来两眼泪汪汪。”这就是他们思念父母的真实写照。
平坝县稍好一些，有30%的留守儿童与父母通电话、通信率达
不到每月一次。多数留守儿童亲情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
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的疏导，极大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普
定县马场镇、化处镇普遍反映，由于亲情缺失，留守儿童渴
望与亲人交流，但父母难以顾及，造成了大多数留守儿童变
得性格内向、孤僻、不合群、自卑、有的表现为逆反心理、
怨恨情绪等。水母小学学生李康艳、石林等，长期与父母分
离，性格内向，孤僻自卑，导致了语言表达能力差，自信心
明显不足等。性格呈现病态或畸形发展的主要表现是：一是
自我封闭，遇事不与人说。一些学生在外面受了欺侮，却不
告诉监护人或老师。平坝县一个姓王的小学生，是个很听话
又节俭的乖孩子，有一段时间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强迫王某索要
“保护费”，王某只有硬着头皮一次次向爷爷要，直到爷爷
产生疑心，跟踪去了学校，这才发现他要钱的目的。二是自
卑感增强，总觉低人一等。一位留守儿童说，他最怕学校召
开家长会，最怕在外面遇见自己的同学和父母亲热，为了躲
避这一切，他从不去有父母在家的同学家玩。三是缺乏爱心，
有暴力倾向。平坝县某学校调研显示，在一些留守学生眼里，
同学分为两种，一种是“惹得起的”，一种是“惹不起的”。
对惹得起的，他们就欺负人，对惹不起的他们就被欺负。由
于缺乏爱心，他们对人往往显得冷漠，不肯融入集体生活，
不善关心和帮助他人。



(二)家教缺失，学习成绩普遍较差，道德行为失控。在各
县(区)的调研中发现，“留守儿童”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学习成绩一般都处于中、下等，与一般正常家庭的学生相比，
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有的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厌学、
逃学、甚至辍学。据紫云自治县火花乡的调查显示，由于从
小疏于父母的管理教育，大多数留守儿童缺乏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因此有50%的“留守儿童”不能完成作业，有74%
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明显下滑，80%的“留守儿童”学习
成绩在中下等水平，其中40%以上的是差生，成绩较好的仅
占2%。西秀区旧州镇某完小有“留守儿童”206名，其学习成
绩差的182名，其余24名成绩一般。平坝县夏云小学的“留守
儿童”中，学习成绩较好的不到20%，80%以上的学习成绩处
于中下等，主要学科成绩仅在30-40分。由于家庭主体——父
母教育缺位，致使多数“留守儿童”变成了无拘无束的“野
马”，养成了许多不良行为习惯，组织纪律性差，经常迟到、
早退、缺旷，违犯校规校纪的情况比较严重。生活习惯差，
说脏话、粗话，抽烟喝酒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甚至上网成
隐或沉溺于网吧，钱花光了就偷，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恶习。
据平坝县一些学校调查，留守儿童早恋现象比例明显高于正
常家庭的孩子。由于监管不严，一些留守儿童接触了淫秽印
刷品和音像制品，而幼小的心灵无法抵御其诱惑，致使心灵
受到了严重伤害，行为上走上岐途，甚至违法犯罪。普定县
水母小学学生石××，学习上从原来的“三好生”变成了差
生，行为上从优秀学生变成了后进生，他时常拉帮结伙，夜
晚到处东游西荡，甚至放火烧教室门等，还经常邀集一些学
生看淫秽光蝶以及经常逃学等。据调查，紫云县火花乡的留
守儿童中，有30%的有打架斗殴经历，有15%的有破坏公共财
物和偷人财物等不良行为，如火花小学有二名学生经常在夜
间串到农户田间偷西瓜、玉米、白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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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空巢老人调研报告篇三

在老龄化、空巢化现象日益严重的今天，重视并采取有效措
施加以应对空巢老人的各种问题，是加快推进居家养老服务
的一项重要内容，关系到能否成功应对老龄化问题，关系到
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
义。

全县老年人口7652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3、999%，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的0、179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逐年加快。空巢老
人调查报告。

调查显示，全县农村60岁以上空巢老人32753人，占老年人口
的39、86%，其中:男性15828人，占48、3%，女性16925人，
占51、6%。配偶健在18377人，占56、11%，与孙子们同
住20012人，占61、1%，(主要留守照顾孙子所至)，单身独
居8176人，占25、14%，失能或半失能10900人，
占33、27%。(主要是80岁以上空巢老人5534人，占50、77%)，
必须参加劳动生产的13906人，占42、46%。

既要劳动又要照顾孙子11925人，占36、41%。有经济收
入4321人，占13、1%，依靠子女提供16887人，占51、5%。感
到寂寞孤独8340人，占25、4%，需要生活照顾7454人，占22、
7%，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2690人，占3、6%，空巢老人身体健
康良好的10523人，占32、13%，健康一般、较差、非常差的
占大多数。

1、经济状况



经济支持是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安度晚年的物质基础。空巢老
人调查报告。农村空巢家庭老人大多依靠田间劳动所得获取
经济收入或依靠子女给予的生活费作为生活来源。

其收入分布不匀，36、4%的老人收入在3200元以上，24、2%
的老人在1200元以下，贫困的还有12925人，占39、4%。享受
低保的1231人，占3、75%。因此有78、8%的农村空巢老人仍
然经常参加劳动和既劳动又照看孙子。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
状况差(虽然子女外出打工但其收入主要用来供养孩子上学，
对家庭里日常生活开销主要还是老人耕种所得)。

2、健康状况

农村空巢老人中96、49%的老人生活能够自理，32、13%的老
人身体健康，55、8%的基本健康，12、07%为较差或非常差。
当遇到疾病时，多采用简单治疗，小部人因为经济原因放弃
治疗。99、3%的空巢老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98%以上
的老人对新型农村合作比较满意，认为能解决看难问题，尤
其是“复明工程”对农村白内障老人来说是福音，免费摘除
白内障，普遍反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真好。

3、需求状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村空巢老人有权益保障要求8491人，
占25、9%，感到寂寞孤单8340人，占25、4%，需要生活照
顾7454人，占22、7%。从老人们的需求程度上看，主要是精
神慰籍，子女常回家看看，基本医疗保障，养老金和需要人
照顾，分别占52、3%、49、2%、41、3%、33、8%和22、7%。
由此可见农村空巢老人最需要的就是精神慰籍，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

4、闲暇状况

农村空巢老人因文化水平较低和经济有限原因，绝大部分老



人以串门聊天为主，家庭经济好点的以打p为次之。加之村级
老年协会的文体活动中心、室、场地不健全，不配套等原因，
老人们户外活动只好如此。

在精神层面上，76、5%的老人感觉生活有压力，压力主要来
自经济收入，照顾孙子，忙于种地、又怕生病等几个方面，
因为子女多在省外务工，所以子女们主要是给生活费和打电
话来慰问老人，很少能亲自照顾，几乎都是一年回来一次，
空巢老人中有49、2%的人希望子女能常回家看看。

空巢老人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外出打工

子女外出打工是全县农村空巢老人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全
县93、1%空巢老人子女在外打工，在家务农的只有4、2%。所
以，78、8%农村空巢老人必须劳动和又要劳动又要照顾孙子，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们都会“活到老，干到老”。

2、自然空巢

所谓自然空巢，就是有的老人终身未婚，有的老人虽已结婚，
但未生育子女，有的生有子女，但子女已经去世，有的只一
个女儿，女儿一旦出嫁之后，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回家照顾
老人就有次数了，老人就成了空巢户。全县单身空巢老人就
有8176人，占25、1%。

3、代际差异

当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老少两代人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和自
由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传统的大家庭居住方式已经不适应
人们的这种需求，小家庭被普遍接受。一旦子女成立了小家
庭或进入城市，农村的父母一般都不会与子女生活在一起，
而是选择独自居住或留在农村老家。



当然，农村老年型“空巢”家庭的产生也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例如儿子在外打工、婆媳、公媳关系的.沟通缺少联系的中介
和桥梁，家庭不和、矛盾增多，迫使老人同儿媳和孙子分开
住，子女赡养老人的观念淡薄、嫌弃老人，从而使老人不得
不独守“空巢”等等。

农村老年人问题是突出的民生问题，不仅关系到广大老年人
能否安享晚年，而且关系到千家万户，因为家家有老人，人
人都会老。所以，我们应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云
梦，幸福云梦的重要高度，积极应对，综合治理。要遵
循“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方针，从
农村实际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空巢老年人享受到
党和国家优待政策，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建议如下:

1、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
式要得到更一步补充，全面推行协议养老、签订家庭赡养协
议书。同时，商业养老保险应得到推广和发展。逐步落80岁
以上高龄老人补贴，建立健全高龄补贴制度。扩大农村老年
人享受低保范围，“五保”老人全额财政供养。完善乡级养
老院设施，提高服务水平。

2、进一步加强老龄工作网络建设。从这次调查中看出，全县
村级老年人协会建设不足40%，老年活动中心、室、场地更少。
村级老龄工作网络建设滞后，严重影响老龄工作方针、政策
贯彻落实。村级老年协会是关心老年人生活、体贴老年人难
处，解决老年人家庭矛盾，检查督促家庭赡养情况的老年人
自我管理组织，能直接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生活难处和实际困
难。

加强乡村两级老龄工作网络建设，积极应对老龄化，各级党
委政府应刻不容缓地摆上议事日程。为形成县、乡(镇)、村
三级老龄工作格局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加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投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健全村级老年
活动室、活动中心，老年人图书报刊阅览室、棋p室等，提高



农村空巢老人和所有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

3、进一步开展“敬老志愿者”活动。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
农村空巢老人服务。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老敬老助
老，营造敬老氛围，建立长期服务机制，开展“志愿者”服
务活动。

县直各部门、各单位、企事业单位，要积极组织本单位本部
门在职的年轻人和社会“志愿者”，开展“敬老志愿者”活
动，联系一个空巢老人家庭长年定期开展上门服务活动，了
解他们的需求与困难，帮助他们疏通渠道，解决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同时，乡村两级可组织低龄“老年志愿服务队”，
就近为高龄空巢老人，特困空巢老人、病残空巢老人提供日
常照料服务。

农村空巢老人调研报告篇四

你可能很难想象公园里那些神态怡然、悠然自得的老人们内
心深处的孤独，本是到了尽享天伦之乐之时，却只能深居独
处，望子女而兴叹。空巢老人这个原本生僻的词语，如今是
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而这个话题也成了我和小组其他成员
这个暑假中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

走进某某市某某区的居委会办公室，在简单的介绍了自己及
说明来意之后，该居委会中的一位女性负责人在以后的一星
期中接待了我们。在与这位负责人的交谈以及走访中，我们
惊讶地发现该区的独居老人数量近几年来呈现明显上的升趋
势。该区60岁以上老人人数为260于人，占社区总人口的20%，
而其中的空巢老人比例也高达40%，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常熟全
市的平均水平，我不禁为这样的一组数据感到震惊和难过。

在为期一周的走访调查及与居委会人员的交流中，我们大致
了解了造成这种空巢现象的几个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客观因
素造成的，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主观因素也是重要原因。



(1) 这种现象和我区，我市，乃至全省全国的人口结构密不
可分，我国人口结构的总的趋势是老龄化加剧，从这点看来
我区的这一现象只是我国诸多人口问题的一个缩影。

(2) 思想观念的改变是造成空巢现象的内在因素。随着经济
发展，父辈之间以及爷孙之间的代沟的不断凸显，冲击着老
人们一家之主的传统思想观念以及以四世同堂韦荣的旧的家
族式生活观念。思想过于保守的老人越来越受到思想开放的
子孙的排斥。而年轻人随着文化知识与思想的进步，不在受
父母在，不远游旧思想的束缚，纷纷离开父母，从而造成空
巢现象。

(3) 家庭小型化是空巢现象的直接原因，随着计划生育政策
的实施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条件的`改善，三口之家的
小型家庭模式成为主流。所以这也造就了空巢老人数量的不
断增多。

(4) 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是造成空巢老人现象的主要因素。
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年轻的人们将更多的时间花在
了工作、学习、教育子女上而忽视了对老人的陪伴，这也成
催生了空巢老人的推助器。

在结束为期一周的实践调查之后，心中满是沉重的思考与困
惑：我们得到了物质上的，却在慢慢失去一种亲情。或许，
只有当人们在老人们离开人世之后才会明白这种亲情的损失
有多大，那是无法弥补的遗憾。空巢老人所需要的不是物质，
而是子女们的关爱。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家庭问题，它已上升
到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建
设!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给老人一个快乐而不是孤独的
晚年!

农村空巢老人调研报告篇五

据实地调研，全县共有60岁以上老人13.27万人，其中空巢老



人5.1万人，这些老人80%以上都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癌症
病、糖尿病、偏瘫、老年痴呆、耳聋眼瞎以及其他慢性病，
他们过着 重病缠身无钱治，是死是活无人问，生活居住无人
管，遇到难事无人帮 的窘困凄凉日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情况和问题。

一是重病缠身，治病较难。空巢老人在70岁以上的95%都患
有上述各种疾病，因居住偏僻，行走不便，无人联系，加之
经济困难等诸多因素，使得治病艰难;再者村级卫生站名存实
亡，缺乏有效监管，全县611个村， 仅有近十分之一的村卫
生站符合标准，其余的设备简陋，或摆在家中当 副业 ，还
有的乡村医生常住场镇开诊所，有的长期在外挣钱，离岗离
职不尽责，有的年老多病，根本无法行医;有的村上不管，放
任自流，报酬照领等。医生因患得患失，不在岗位履职，使
治病难的问题更加突出空巢老人关爱情况调研报告空巢老人
关爱情况调研报告。

二是生活孤独，死活无人知晓。因外出打工人员多，有的村
社院落只有两三户人家，三四个 空巢老人 居住，平时很少
往来，生疮害病无人知晓。如金山乡三村九社74岁老人张泽
举，因突发脑溢血病，一天晚上几次从床上晕倒在地，后被
小孙子发现后求助邻居送往医院才得救。近年来，双凤、义
兴等地先后发生过痴呆老人出走后下落不明者有之;槐树、多
扶等地还发生过老人病死家中腐烂发臭后才被发现有之;古楼、
晋新等地发生老人因病未及时施救而亡者有之。

三是生活无助，寂寞无奈。因年老多病体弱，有钱也难买回
生活品，致使生活枯燥无保障;未实施人饮工程的地方，因挑
不起水，老人吃水都困难;因居住分散且偏僻，老人十天半月
无人说话，只好与猫狗作伴;还因有的地方电视信号不好，广
播不通，老人文化生活枯燥乏味、寂寞冷清、无助无奈。

四是子孙不孝，生活凄凉。空巢老人中有的因子女不尽赡养
义务，外出打工长期不与老人联系;有的因打工效益不好，也



不给钱给物，撒手不管;有的甚至消息全无，杳无音信。这类
虽为数不多，但情况极差，生活艰辛凄凉，仅靠 低保 农保
过日子，若生了病，只好等死。

五是空巢老人苦中熬，个个期盼受关爱。一盼加大尊老爱老
宣传教育，营造尊老爱老良好风气;二盼建立关爱 窝巢老人
服务组织，实现有病有难有人帮;三盼建立乡村卫生医疗组织
机构和服务监管机制，用活政策实现就近就医;四盼建立村级
老年协会和 老年活动室 ，填补情感空白，改善孤独冷清;五
盼农村社保扩面提标，减轻政府及家庭负担;六盼出台优惠政
策，吸引业主建立养老服务场所;七盼改善村社人行通道，实
现路畅车行人走快捷方便;八盼搞好广播电视村村响户户看，
填补精神空虚，无言无语;九盼子女常回家看看，哪怕电话问
候一声也可;十盼村社党员干部多关心，上门询问，讲些政策，
送点爱心。

全县关爱空巢老人取得的明显成效

全县5.1万空巢老人，每个人都建立了健康档案。主要以乡镇
为主体，村(居)党组织具体实施，其内容包括姓名、健康状
况、年龄、病史、监护人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并将空巢老人健康状况划分为健康、一般、较差、失能四个
类别，及时更新登记，档安一式三份，由乡镇党委备案、
村(居)党组织留存，乡村医生使用。

凤鸣镇双龙桥村空巢老人何致芬来到村委会旁的卫生室看病
时说： 我得了小感冒，来看病开药，只用了三分钟不到，不
仅方便，而且药价便宜，平时有个急事，村医生也一喊就到。
全县乡村医生有统一制发的 巡诊签到簿 ，空巢老人现场签
字确认乡村医生巡诊情况，乡村联动考核小组，结合巡诊签
到情况，每季度对乡村医生集中考核，以各季度平均分作为
年终考核得分。对考核分值低于80分的扣除奖励资金，对不
驻村行医、不履行职责的，由村委会提出书面解除意见，报
县卫生局依法注销行医资格;县卫生局和老龄办组建督查小组，



对各乡镇村医巡诊情况进行明察暗访，督查督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