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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以及对养老生活

的质量都在不断提高，这也就要求养老设施的配建必须满

足当下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在2019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虽然我国养老服务

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养老服务市场的活力尚未充分激

发，未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养老需求，还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1]；在2022年颁布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把推动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和

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作为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两条主线，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的

成果，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2]。这对每一个地方的养老服务

设施的完善和发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此，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

些事宜，以及如何促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这是笔

者研究的驱动与初衷。

一、研究工具

根据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与走访、观察等方法以及结合

实际实践体验等，通过SPSS等统计工具，修订而成《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的配建情况研究调查问卷》，对黔西南州近180

名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

居住社区及文化程度等项目，具体情况见表1人口学变量一

览表。回收有效问卷166份，有效率92%。问卷内含“生活

服务设施（10个项目）”“医疗服务设施（7个项目）”“文体

服务设施（8个项目）”和“户外活动设施（5个项目）”等

四个维度30个项目，问卷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34，各

维度间Spearman Correlations 系数在0.677～0.904之间，即信

度与效度系数越接近于1，该调查工具就越稳定，其调查结

果就越可信有效[3]。

二、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4个维度30个项目展开，具体情况见表2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现状维度一览表。研究主要通过均值

百分率比较、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量化方法

得出相关结论，为节约版面，省略相关图标，直接展示研

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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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口学变量一览表（单位：人）

 性别 婚姻 年龄 老人居住情况

男 36
女 130

未婚 111
已婚55

20-30岁 111
40-50岁 20

30-40岁 22
50岁以上 13

与配偶、子女同住 56

仅与配偶同住 21
仅与子女同住 41

独居 31
其他 17

文化程度 老人经济来源 居住社区

初中及以下 22
大学 113

高中 27
研究生 4

子女赡养 82
个人储蓄 40

退休金 18
其他 26

A社区 14 B社区 24 C社区 16

D社区 11 E社区 11 F社区 13

G社区 19 H社区 10 I社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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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现状维度一览表

维度 内容 项目

生活服务

设施

无障碍设施、老年服务站点、卫生照料、生活关

心、短期托老所、助浴室、家政维修服务中心、

送货上门、公共照明等

10

医疗服务

设施

录入老人健康数据信息、健康咨询室、上门服务

（上门打针、输液等）、卫生保健服务、小型医疗

服务站、康复护理中心、心理咨询等

7

文体服务

设施

党员活动中心、阅览室、多功能活动室、棋牌

室、健康讲座、休闲娱乐活动、室内锻炼项目等
8

户外活动

设施

健身器材、篮球场、乒乓球桌、公园、广场、休

息椅等
5

（一）总体结论

总体研究发现，73%的居民认为本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

配建情况为中等偏上，具体表现为37%的居民认为本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的配建情况良好；36%的居民认为本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的配建情况一般；27%的居民认为本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的配建情况不理想。

（二）四维度研究结论

数据统计按照“符合=非常符合+比较符合+基本符合”

的计算公式，从四个维度的百分率比较发现，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的配建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排序为：户外活动设施78%

＞医疗服务设施74%＞文体服务设施73%＞生活服务设施

71%，具体情况见下文。

1.生活服务设施

从生活服务设施百分率比较发现，有71%的社区居民认

为社区生活服务设施的配建情况良好，29%的社区居民认为

社区生活服务设施的配建程度不够，有所欠缺。具体情况

为，非常符合8%，比较符合31%，基本符合32%，较不符

合20%，很不符合9%。

2.医疗服务设施

从医疗服务设施百分率比较发现，有74%的社区居民认

为社区医疗服务设施的配建情况良好，26%的社区居民认为

社区医疗服务设施的配建程度不够，有所欠缺。具体情况

为，非常符合6%，比较符合29%，基本符合39%，较不符

合19%，很不符合7%。

3.文体服务设施

从文体服务设施百分率比较发现，有73%的社区居民认

为社区文体服务设施的配建情况良好，有27%的社区居民认

为社区文体服务设施的配建程度不够，有所欠缺。具体情

况为，非常符合7%，比较符合29%，基本符合37%，较不

符合20%，很不符合7%。

4.户外活动设施

从户外活动设施百分率比较发现，有78%的社区居民认

为社区户外活动设施的配建情况良好，22%的社区居民认为

社区户外活动设施的配建程度不够，有所欠缺。具体情况

为，非常符合10%，比较符合29%，基本符合39%，较不符

合17%，很不符合5%。

（三）独立样本T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在莱文检验中Sig值均大于0.05，说明

婚姻状况与各维度的方差满足齐性。经双侧t检验，可知户

外活动设施的伴随概率0.062＞0.05，即结婚与否在户外活

动设施方面没有差异。生活、医疗、文体服务设施的伴随

概率均小于0.05，未婚与已婚有显著差异。其均值均大于

0，可知已婚居民比未婚居民更加注重这些养老服务设施的

配建情况。

表3 独立样本T检验

维度
莱文方差齐性检验 均值齐性检验

F 显著性 显著性（双尾） 均值差

生活服务设施 2.187 0.141 0.001 4.53415

医疗服务设施 1.912 0.169 0.043 2.00737

文体服务设施 0.699 0.404 0.018 2.64898

户外活动设施 1.259 0.263 0.062 1.33972

（四）单因素方差分析与LSD多维比较

研究数据显示，在生活服务设施维度中，A社区与B社

区的Sig值小于0.05，即A社区和B社区存在显著差异，A社区

比B社区做得好。医疗服务设施、文体服务设施、户外活动

设施三维度上的Sig值均大于0.05，表明各居住社区在这三

个维度上没有明显差异，但从均值比较发现，H社区在医疗

服务设施中均值最高，B社区最低，C社区在文体服务设施

中均值最高，B社区最低，G社区在户外活动设施中均值最

高，B社区均值最低。

具体情况为，在维度一生活服务设施上，H社区>A社区

>C社区>I社区>F社区>D社区>G社区>E社区>B社区；在维度

二医疗服务设施上，H社区>C社区>A社区>I社区>E社区>G

社区>F社区>D社区>B社区；在维度三文体服务设施上，C

社区>H社区>A社区>G社区>E社区>I社区>F社区>B社区>D

社区；在维度四户外活动设施上，G社区>H社区>E社区>A

社区>C社区>F社区>I社区>D社区>B社区。

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的提升策略与建议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发现，黔西南州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的配建主要影响因素涉及生活服务、医疗服务、文体服

务及户外活动等设施，根据问卷调查和走访结果以及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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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实地考察，笔者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健全社区生活服务基础设施，实现老有所养

根据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建立健全社区养老生活服务

设施，有针对性地提供与之相应的生活服务，在社区设立

小型老年服务站点，真正做到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对有

需求的家庭进行无障碍设施的改造，满足老年人的生活、

情感以及精神需求。

街道级：健全积极长者服务中心，作为综合老年服务

中心，汇集各个社区养老服务内容，解决综合性养老问

题，提供生活照护、餐饮等服务。 

社区级：建设积极长者服务站，作为综合养老服务

站，为老年人提供社区养老服务，包括日间照料、餐饮 

服务。

小区级：建立积极长者服务点，作为综合养老服务

点，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场所，协助养

老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三者共同协作，形成“积极长者服务中心—积极长者服

务站—积极长者服务点”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实现服务

高效化、效益最大化。此外，利用互联网、线上线下的方

式，对接“区级—街道级—社区级—小区级”养老服务设施

工作，包括衔接老年就业、老年志愿者、老年机构的养老

等工作，实现“互联网+养老”的管理模式“一门式的办事”

窗口，高效为老年人提供积极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多样

化的生活需求[4]。

（二）建立健全老年人医疗保健机构，实现老有所医

首先，相关企业应该加大力度，发展医疗服务网络，

建立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系统，加强医疗服务供给，进一步

优化社区养老服务的环境。同时，还要建立老年人康复支

持系统，科学合理分配卫生资源，推广身体健康方法，构

建老年人友好型社会，不断进一步优化赡养、孝老、敬老

的温馨和谐环境，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其次，社区负责人及时准确录入社区所有老人的健康

信息，深入了解和掌握社区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并设立健

康咨询室，便于老人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悉心指导老年

人进行疾病预防和自我保健，不定时开展心理咨询、心理

健康服务等，让老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最后，完善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设施，加强社区医

养结合养老基础，加强服务体系的信息化建设；建立服务

评估机制，重视需求评估，完善对社区服务人员的评估[5]。

（三）提供各种文体娱乐设施，实现老有所乐

在保障老年身体健康的同时，还要采取措施促进老年

人的心理健康，建立完善老年活动中心，包括阅览室、多

功能活动室、棋牌室等场所，不仅要给老年人提供合适的

文体娱乐项目，还要提供设施设备，更重要的是提供活动

的氛围和伙伴。不定时地为老年人举办联谊活动和各类休

闲娱乐活动，便于老年人情感交流，让老人保持积极乐观

的心态。并且，基础文体服务设施应以政府为主导，保障

资金投入的合理高效；高品质文体设施差异化配置应引入

市场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共建；文体设施建设融资应与农

村金融机构合作，充分发挥居民的主体性，加强公众参与。

四、结语

那如何从不同地区、地域、性别、年龄、居住情况等

不同层面出发，构建针对性实效性较强的社区服务方式以

进一步满足老年人养老的迫切需求，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

捷、全面的养老服务，以进一步消除和全面解决老年人养

老生活上的各种现实障碍，这需要社会全体人员共同努力

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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