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感悟句子(汇总5
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
感悟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感悟句子篇一

曹凤霞，村里出名的孝顺闺女！更是做得一手好菜！今天她
要做的第一道菜就是炸素丸子。

原料有：西葫芦，胡萝卜，豆腐，面粉，淀粉。

调料：味精，盐和胡椒粉。

先把西葫芦的囊去掉，用刀切成3厘米左右的大块，用擦子擦
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划到手哦。西葫芦丝切好之后，胡萝卜
也同样用擦子擦成丝，再把豆腐抓碎以后和胡萝卜丝、西葫
芦丝拌在一起，加入适量盐，味精，胡椒粉，放上面粉和淀
粉，充分搅拌，如果太粘手就倒点水稀释一下。

炸的时候，用手把拌好的面糊捏成乒乓球大小的团子，注意
火不要太大，否则容易炸焦。直到外表变成金黄色的时候，
丸子就可以出锅拉。外焦里嫩，口口留香。

专家：西葫芦和胡萝卜对于老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
胡萝卜，最大的特点是脂溶性的，油炸对于胡萝卜素的摄取
是非常好的。

蒋老太太的三姑娘还给我们推荐了道菜，用到的就是平时总
被我们扔掉的芹菜叶，做法也很简单。



首先要调糊，放点面粉，淀粉，油，味精，盐，就可以了。

对老年人来说，老吃素也不好，又想吃素又想味道比较好，
偶尔吃油炸食品也是可以的。

崔书灵，老太太的大儿媳，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全靠她一
个人操持！

媳妇要给老太太做的是板栗焖肉。

板栗焖肉需要五花肉一块，板栗一小碗，红糖白糖各二两，
葱姜蒜大料，盐和料酒。

先把五花肉切成一厘米宽，一厘米厚的块。在锅中加上油，
用白糖炒出糖色，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到锅里翻炒上色。倒入
切好的葱姜蒜和大料，接着倒入料酒和适量盐，盐不要放多。
然后，要把红糖放进去，加入红糖后不仅使肉的颜色红润鲜
艳，老人适量吃些红糖还能散瘀活血、利肠通便、舒肝明目。
最后，倒入板栗。再用沙锅焖一个小时才能吃。

一个小时之后，五花肉和板栗都已经炖的非常烂了！

板栗在肉里头，肉的滋味完全侵到板栗里，比肉还好吃，所
以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好的食品，既解馋了又有营养。

老年人的身体是最敏感的，所以更要注意日常饮食中的调理。
吃什么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怎么吃。家常便饭，只要稍
加留意，多费点心思，就可以吃得健健康康。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感悟句子篇二

xxx民政所：

我叫xxx，女，现年90岁，一个孤苦伶仃，孤寡老人。



我感叹人生的不公，命运的悲苦。在我风华正茂时，先后丈
夫去世，3岁的儿子夭折。接连的遭遇，无情的打击，使我失
去了生活的勇气。稀里糊涂的混光阴，也无心去改嫁，孤苦
守寡至今。

在我能劳动之时，艰难的度日，挨过一个个春夏，送走了一
个个秋冬。仅有一间破屋，年久失修，早已荡然无存，自然
不必谈“家”，更无须讲“一贫如洗”。

我常常抱怨老天不把我接走。它偏偏要折磨我这苦命之人活
着，尤其是看到现时侄儿家不景气，更是撕心裂肺。侄媳体
弱多病没有工作，侄孙读大学费用又高，侄儿还有一个80多
岁的老娘健在。仅靠侄儿一点微薄的工资维持这么大的一个
家庭。我虽然年高，但我还没有很糊涂，我知道侄儿负责累
累。侄儿是个读书之人，也许是受着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的
熏陶，没有抛弃我。

左邻右舍及一些好心之人跟我说，党和政府有好政策，像我
这样的人完全可以享受“低保”，劝我写个申请。万般无奈，
我只好请人代为写个申请，叫人替我代办。

我相信有关领导及经办人定能发点慈悲之心，带着一点怜悯
之意，接受一个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的请求。批准我
“享受低保待遇”。涕泪感激。特此申请。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时间：20**年**月**日

更多相关优秀文章推荐：



1.农村低保申请书范文十篇

2.农村低保申请书怎么写

3.农村低保申请书范本

4.最新农村低保申请书

5.农村个人低保申请书

6.农村困难户低保申请书

7.农村小孩低保申请书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感悟句子篇三

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这一群体组织不能不受到
社会更多的关注。其中存在的老年人的赡养现象更是越来越
多的闯进现代人的思考中，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主要
以“家庭赡养”为主的农村老年人的赡养问题。随着他们的
年老体衰，逐渐失去了依靠体力劳动为主的原有的家庭经济
地位，已不能自给自足，同时他们大多数既没有社保也没有
低保，仅仅依靠传统的“养儿防老”来度过晚年。而当面对
经济落后，家庭贫穷，道德意识不强等诸多问题时，他们往
往连这仅有的依靠都得不到保证，由此导致了赡养问题已成
了农村的一种社会问题。本文从赣南农村群众的老年人赡养
法律意识现状切入，深入地从子女、社会和老年人自身三个
维度透析了当地群众老年人赡养法律意识不强的制约因素，
最后从道德法律制度层面提出了赡养老年人的建议和措施。

老年人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同时也是一个相对容易忽
视的社会群体。尽管社会在进步，但是，我们看到，无论在
物质领域还是在精神领域，他们似乎都还是一个被社会边缘
化的群体。老年人赡养已经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凸显出来。赡



养好老人，这不仅是为当代老年人造福，也是为自己的未来
铺路。

一、当地老年人赡养法律意识现状

通过调研，当前农村群众依法赡养老年人的法律素质可分为
三种类型，一是法律通型;二是似懂非懂型;三是法盲型。

(一)、法律通型。在调研的几个村的部分村两委成员和普通
群众共80人，有17%的干部群众属法律通型的，他们主要是通
过观看电视节目、阅读报纸、书籍，县、乡司法机关、公安
机关组成的“法律讲师团”下村讲课来学习关于老年人赡养
的法律知识。他们往往会用法律的知识武装、充实自己的头
脑，法律通型的干部群众较善于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
益。其中还有5%的老年人会用法，与子女签订老人赡养协议。

(二)、似懂非懂型。在调研的120人中，有大约57%的属于这
一类型。他们对老年人赡养的法律往往是一知半解，似懂非
懂。他们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别人说和评论。他
们往往不轻易犯法，但不能更好的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

(三)、法盲型。法盲型的干部群众对法律一点都不知道，这
种人占26%。这种类型的人不懂什么是法，什么是违法，只知
道自己做的是对的。

二、当地群众老年人赡养法律意识不强的制约因素

(一)子女的问题

1.子女经济紧张致使老年人赡养折扣。

对于以务农为生的子女来说，由于目前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下，
多数农民收入不高，很多家庭难以承受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
的双重压力。在现代家庭中老年人已经失去支配地位的情况



下，家庭赡养老人的质量大打折扣，这些人有的还在贫困线
上挣扎，有的自己生活都成问题，也根本无能力赡养自己的
父母。

2.子女道德缺失造成老年人赡养丢弃。

随着老年人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降低、经济收入的下降，直
接影响到他们在家中的地位。由于农村传统的“分家”习俗,
有的子女就以分家不公为由拒绝赡养义务，甚至将履行赡养
义务与分得家产挂钩，强调“多分多赡养，少分少赡养，不
分不赡养”;有的认为自己没有继承享用过“祖业”而不愿赡
养父母;有的认为自己已成家立业，无需再依靠父母，因此对
老人不闻不问，更谈不上赡养老人;有的外出打工长年不归，
根本不管在家老人的事，老人又不知道子女的确切地址，即
使打上官司，也只能使法院要么无法立案，要么判决后难以
执行;甚至有的认为父母体弱多病，实属累赘负担，不仅不从
物质、精神方面给予关照，而且还进行虐待、遗弃，致使老
人有家难归。

3.子女责任不明产生老年人赡养推卸。

有的家庭子女多，经常为父母赡养问题相互扯皮，推卸责任。
他们对老人实行“轮班坐庄”的赡养方式,老人像皮球似的被
子女“踢来踢去”,老人的生活都成问题,精神赡养就更谈不
上。有的子女不顾老人的意愿，为显示“公平”，将二老拆
散，一个儿子负担—个老人的生老死葬。一方面，“老来
伴”却被自己的子女判了“离婚”，二老不仅生活上被子女
当作累赘，精神上也相当孤独苦闷;另一方面，一方老人先死
亡，另一方老人长寿，于是该子女觉得负担太大，吃了亏，
就要求由两方共同供养，于是兄弟姐妹间闹意见，老人遭了
殃，两方都不赡养。因而无法靠自己解决晚年的.生活保障问
题。以致“养儿无法防老”、“三个和尚没水喝”成为普遍
现象。



(二)社会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养老方式单一落后。

绝大部分农村老人年轻时为了供子女上学、结婚、盖房，费
尽了心血，没有为自己攒下任何养老的积蓄。而农村养老保
险体制又不健全，老人大多没有经济来源，只有靠子女赡养，
在经济上完全受制于子女，致使老人常常要看子女的脸色过
日子。

2.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

宣传不够深入,边远地区和许多单位还有死角;此外，对宣传
贯彻该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再则，对在宣传中反映
出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解决。这样，依法赡养老年
人的意识必然不能深入的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3.农村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欠缺.

这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和人口老龄化的实际需求，
一方面，法律对于违反该条款的行为的惩戒却没有一个明确
的界限尺度，特别是对不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行
为，很难用法律予以惩戒。另一方面，法律保护不到位，对
老年人的特有权利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遗弃、虐待老人的
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三)老人自身的问题

1.老年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

有的老年人法制观念淡薄,观念陈旧。有的老年人不知道自己
享有哪些合法权益,更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多数老年人不愿意诉诸法律,怕家丑外扬而
忍气吞声。



2.分家不公酿成赡养苦果。

在子女成家后分家问题上，一些老人不注意维护自身权益，
将家产全部分割给子女，自己今后的生活则完全由子女供养。
有一些老人在处理诸如分家产、帮忙料理家务等事务中，或
重子轻女，或重女轻子;或重小轻大，或重大轻小，从而导致
子女对父母产生偏见，并把所得好处与赡养老人对等起来，
形成多得好处多养老，少得好处少养老，不得好处不养老的
格局。

三、对策及建议

1.要层层树立赡养老人的道德风尚。

必须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列为普法工作的重点，使这部
法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解决农村老人赡养纠纷时，要
多做说服教育工作，切勿草率处理，尽量促成当事人达成赡
养共识，以减少社会治安隐患;要在社会上大力弘扬尊老敬老
的传统美德，让子女们认识到赡养老人的重要性，自觉自愿
的对老年人进行赡养。同时，教育老人和子女之间相互理解
和支持，对赡养老人做的好的要大张旗鼓的进行表扬和奖励，
对赡养老人做的不好的要进行谴责，甚至处罚。通过广泛开
展的创建文明乡村、文明家庭、争当文明村民活动，增强全
民的敬老养老意识，让村民真正树立起尊重、关心、帮助老
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2.要逐步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只要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合理，农村完全能够从家庭养老过渡
到合理的家庭与体制并重的养老。农村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的推进，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农村
人口享有更多更为平等的社会权利。但是农民普惠式养老政
策，仍需要相关法律的保驾护航。还必须加大农村养老事业
的投入。通过制定和落实优惠政策、整合现有资源、鼓励和



吸引社会力量投入农村养老服务事业。通过促进农村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扩大农村免费公共卫
生服务，落实老有所医;通过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社区服
务，使农村老人获得就近就便的社会服务。

3.针对老年人是疾病多发群体，并且是医疗消费的最困难人
群，应该在合作医疗制度中设置倾斜性资金。

针对老人“大病等死”的窘境，建立专项的“大病扶助基
金”，规定家庭和国家不同的出资比例，最大限度地实施人
道主义，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当然，国
家普惠式养老金只是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保障部分，仅靠这
个还远不够，重要的还是将惠及农民的社会保障建立健全起
来，制度性养老才是根本问题，才能让农村老人幸福地安度
晚年。

4.要依法养老。

我国法律有着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这应该是相互和谐的一对关系，它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和社
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对屡教不改、不尽赡养义务的人
可以视情节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并可选择典型案例，通
过公开审判，公开宣判，以案讲法的形式使农村青年知晓赡
养老人是自己的义务，从而增强农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履行
敬老养老义务的自觉性。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感悟句子篇四

赡养人：

甲方：___

身份证：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

身份证：__________________

被赡养人：

丙方：___

身份证：__________________

为维护丙方合法权益，切实保障丙方的晚年生活，甲、乙方
和丙方签订如下赡养协议。

第一条：甲、乙方的主要义务

1、甲、乙方不分男女都有赡养丙方的义务，各甲、乙方应积
极履行对丙方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

2、甲、乙方不得要求丙方承担不愿意或力不能及的劳动。

3、丙方的房产权、房屋租赁权和居住权受法律保护，未经丙
方同意，甲、乙方子女不得强占、出卖、出租、转让。

4、丙方有权依法平均继承父母遗产。

5、甲、乙方应妥善安排好丙方的膳食结构，保证丙方吃饱、
吃好。

6、如丙方不能自行出行，甲、乙方应安排时间负责丙方出行，
所需交通费由甲、乙方承担。

7、丙方生病，甲、乙方应及时给予医治，并负责生活照料与
护理。丙方日常检查、就诊、买药由甲、乙方负责。丙方大
病需住院治疗的，应就近治疗。丙方住院期间由各甲、乙方
轮流护理，没有时间或条件亲自护理的，由当期甲、乙方聘



请专人护理。

8、丙方生活不能自理时，甲、乙方自行护理应每_个月轮换
一次，由甲、乙方护理。个别甲、乙方不能亲自照料丙方的，
可以按照丙方的意愿，请人代为照料，并及时支付所需费用。
甲、乙方之间可以协商由其中一个甲、乙方护理，其他甲、
乙方应支付相应的补助，补助的数额由甲、乙方共同协商。

9、丙方体弱多病行走不便的，甲、乙方要及时给予医治、照
顾和精心看护，在精神上关心丙方，不得用粗暴蛮横的语言
对待丙方。

10、甲、乙方每年要为丙方庆祝生日，宴会费用由全体甲、
乙方共同承担。庆祝期间甲、乙方尽可能创造轻松、愉悦的
气氛，不得谈及伤害、侮辱丙方或其他甲、乙方的话题。

第二条赡养的方式、周期

1、丙方单独居住的，甲、乙方应主动上门赡养，各甲、乙方
每_个月轮换一次。

2、丙方同甲、乙方同住的，各甲、乙方按照长幼顺序每_个
月轮换一次，下一顺序的甲、乙方负责上门接回丙方。

第三条赡养费及共同承担的费用数额、给付方式、给付时间

1、丙方单独居住的，甲、乙方每月给付丙方赡养费_元。

2、甲、乙方应以现金方式支付赡养费，甲、乙方应填好相应
凭证，甲、乙方应对支付赡养费或共同分担的费用承担举证
责任。

3、赡养费或共同承担的费用，由甲、乙方承担。丙方有医疗
保险不能报销的医疗、护理等费用，由丙方从存款中支取，



不足部分，甲、乙方共同承担。

第四条协议变更的条件和争议的解决方法

1、变更本协议应取得丙方、甲、乙方全部同意后方可变更、
修改。

2、甲、乙方在协商、调解的过程中，各甲、乙方应本着实事
求是、求同存异、最有利于维护丙方利益的原则进行协商，
妥善处理好争议事宜。

第五条违约责任

1、甲、乙方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其它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
务。

2、甲、乙方不履行赡养义务，丙方有要求甲、乙方给付赡养
费的`权利。

3、因甲、乙方不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
费、赡养期间的护理人员费用由违约的甲、乙方承担。

4、甲、乙方不尽赡养义务的，在继承遗产时少分或不分。

5、部分甲、乙方不履行义务，其他甲、乙方按照长幼顺序由
不尽赡养义务甲、乙方的下一顺序甲、乙方继续履行赡养协
议约定的义务，任何甲、乙方不得以此作为自己不履行义务
的理由。

本协议共_页，一式_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方、丙
方各执_份。

甲方(签名)：___

乙方(签名)：___



丙方(签名)：___

__年__月__日

__年__月__日

__年__月__日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感悟句子篇五

1、冬季保健误区：戴口罩防冷、蒙头睡觉、饮酒御寒、手脚
冷冻用火烤、皮肤发痒用手抓。这些习惯一直被误认为是正
确的，冬季养生一定要注意。

2、冬季长跑防护要诀：做好准备工作，注意交通安全，口鼻
并用度，运动量要适度，遇雨雪天气，可改在室内锻炼，如
原地跑或跳等。

3、水温控制在40-50度，待双脚浸泡5分钟后，双手食指、中
指、无名指三指平行交替按摩双脚涌泉穴各60次，再用双手
大拇指在温水中按摩两脚脚趾间隙各20次。

4、橘红茶：取橘红3~6克，先用开水冲泡，再放锅内隔水
蒸20分钟后服用。每日1剂，有润肺消炎，理气止咳之效，适
合咳嗽多痰，黏痰多者服用。

5、银耳茶：将银耳20g洗净加水与冰糖炖熟，再将茶叶5g
泡5分钟，取汁对入银耳汤中，拌匀服用。有滋养润肺，止咳
化痰之功。

6、萝卜茶：白萝卜切片煮烂，加少许食盐，再将茶叶用开水
泡5分钟后倒入萝卜汁内服用，每日2次。白萝卜清热化痰，
茶清肺热。久服有理气开胃，止咳化痰之功。



7、姜苏茶：先将生姜切丝，苏叶洗净，用开水冲泡10分钟代
茶饮用。每日2剂，上下午各服1剂。具有疏风散寒、理气和
胃之功效。特别适用于胃肠性感冒。

8、梨粥：鸭梨3个，洗净去皮去核切块。加适量水煮半小时，
将大米50克洗净，煮成浓粥。快熟时加入梨汁及梨块，同煮
至熟。有润肺清心、祛痰降火之功，对小儿肺热咳嗽有食疗
作用。

9、牛肚大米粥：将牛肚用盐搓洗干净，切丁，与洗净大米加
水同煮成烂粥，加少许盐调味食用。为小儿病后体虚、食欲
不振、四肢乏力的食疗佳品。

10、山药粥：将山药适量切成小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