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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结对式”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以广州市 L
社区为例

朱莹莹

青海师范大学，青海西宁，810000；

摘要：为应对老年人口的增加、社会养老压力增大的局面，L 社区正实施一项老年人互助养老的服务模式——“结

对式”互助养老。城市社区“结对式”互助养老是一种创新的养老服务模式，它旨在通过社区内的低龄健康老人

与高龄或独居老人等结成对子，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与精神慰藉服务。L区以老年人志愿者为主力，充分调动社区

内老年人的积极性，形成互助养老模式，有效地缓解养老压力，营造良好的社区互助氛围。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和

访谈，分析 L 社区老年人互助养老的服务现状以及存在问题，得出城市社区老年人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城市社区；“结对式”互助养老；老年人志愿者

DOI：10.69979/3029-2700.24.12.04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

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广州

市民政局高度重视社区养老发展，明确提出构建 15 分

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参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设。

与此同时，在广州市民政局的指导下，市志愿者协积极

探索互助性养老，自 2019 年起，推出广州“公益时间”

志愿服务平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时间银行”服务模

式，特别的是，L区以老年人群体为主力军，开创“初

老服务老老”的互助养老新模式。本文发现城市社区鼓

励老年人参与到社区养老，成为养老服务的享用者和服

务者，有效地增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为老年人互助养

老的实践整合和全面推广提供了借鉴意义。

1 服务模式现状概括

互助养老是在邻里间进行的，其具有成本低、自愿

性、互助性的特点，可以在相邻范围内生活，进行资金、

文化、服务等方面的抱团互助。L社区老年人互助养老

主要依托社区现有养老资源支撑，依靠社工组建老年人

志愿者队伍，开展“结对式”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社

工搭建线上线下的服务平台，在社区招募老年人志愿者，

让社区老人参与养老服务，成为互助养老的主力军。此

外，注重在社区进行宣传推广，寻求更多资源和热心人

士的帮助。

L社区社工培育专门的互助养老队伍，走访调研挖

掘潜在的老年人志愿者和服务对象，为社区有能老人和

有需长者建立服务档案，持续关注辖区老年人养老需求，

及时开展互助养老服务。如图1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所

示，“结对式”互助养老受到社区监督，由社工线上或

线下开展宣传和推广活动，促使社区居民广泛了解互助

养老，主动报名注册成为老年人志愿者。在对老年人志

愿者进行技能培训的过程中，体现了老年人积极参与社

区事务，保持与社会事务的联系，避免与社会脱节，正

是老年活动理论的要求。建立服务档案能够有效地将老

年人服务对象的需求分类整理，促进老年人志愿者与服

务对象的“结对匹配”，响应服务对象的需求，开展互

助养老服务。待服务结束后，服务对象可以对老年人志

愿者进行评价，社区把控和评估整个服务过程。

图 1 L 社区“结对式”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

经前期的走访调研，可将该社区的养老需求分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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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分别是日常饮食、就医取药、卫生打扫、娱乐活动。

据此，社工组建一支含有 4 小分队共 25 人的老年人志

愿者队伍。在日常饮食方面，由 8位老年志愿者组成，

主要负责社区长者饭堂的日常洗菜、分饭、送餐服务。

在就医取药方面，由 5位老年志愿者组成，主要负责联

系社区老人的外出就医、取药、接送等服务。在卫生打

扫方面，有 7位老年志愿者在岗，主要负责部分长者日

常保洁工作、家居打扫等。在娱乐活动方面，有 5位老

年志愿者组成，主要负责组织社区内的活动，如广场舞、

节假日歌唱表演，在大型的一些活动，队伍中的其余2

0位老年志愿者也会参与到其中。根据社区老年人的实

际需求，组建了一支老人年志愿者队伍，对不同需求的

老人进行分类和配对开展服务，引导老年志愿者积极参

与。

2 L 社区老年人互助养老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该社区的互助养老并不

是一帆风顺，由于社区情况的复杂、管理者的经验不足

和缺乏专业指导等原因，仍然有明显的问题需要解决。

L社区的老年人互助养老，以自愿为前提，采用“一对

一”结对帮扶的互助养老方式。在服务过程中，老年人

志愿者通常会因为志愿时长、领里关系、工作任务分配

等问题产生冲突，影响互助养老队伍的成员关系。

2.1 志愿时长的确定，影响老年人志愿者的伙伴关

系

老年人志愿者因志愿时长的确定会引发冲突，原因

是该社区的老年人志愿者看重志愿时长，关系到老年志

愿者们的积分兑换以及他们的“面子”，经常会有一些

老年人志愿者互相攀比时长，甚至引起争执，影响到老

年志愿者之间的和谐，不利于构建友好的互助养老成员

伙伴关系。

2.2 邻里关系的强弱，影响老年人志愿者的信任关

系

邻里关系是影响社区互助养老意愿和需求的主要

因素，居民对邻里关系现状满意度越高，对社区互助养

老越有信心，意愿和需求就越强。在 L社区的老年互助

养老，依靠正向的邻里关系开展服务。传统的熟人网络

社区，充满了“老街坊”的温情，邻里关系十分融洽，

不少社区居民主动担起互助养老的“领头羊”，成为互

助养老的志愿者。但近几年外来人口涌入后，许多老年

人渐渐失去了邻里之间的信任，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后，排外情绪高涨，这对互助养老的上门服务产生阻

扰。

2.3 工作任务的分配，影响老年人志愿者的合作关

系

互助养老队伍的成员主要由老年人组成，作为老年

人群体，身体机能下降的事实无法改变，在活动的设置

和任务分配时，要挑选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活动参与

积极性较高的养老互助志愿者，引入到日常的个案服务

中去，才能减少隔阂。但老年人志愿者也会因自身的身

体难以负荷干强度的服务工作。事实上，L社区社工在

编排岗位时，没有合理地进行分配工作，使得部分志愿

者产生抱怨情绪。老年人志愿者认为工作的分配不够灵

活和工作的强度较大，不仅影响实际服务效果以及还挫

伤服务热情。

2.4 互助养老队伍凝聚力和影响力不足

在 L社区互助养老队伍中，25名老年人志愿者来自

同一社区，属于不同工种退休人员，各自生活背景差异

大。虽各自坚守在岗，志愿者的特殊身份并没有使他们

产生共同的凝聚力。老年人力资源要得到有效利用，需

要社区做好组织管理层面的设计，统筹各方力量来实现。

有的是想要志愿者积分换取礼物，有的是帮家人积累志

愿时长，还有的是“凑热闹”，当然也有真正热爱并参

与志愿服务的老年志愿者，出于各自目的成为志愿者的

初老年人，缺少互相交流了解的过程，导致整个老年志

愿者队伍的凝聚力不足。因此，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仍需

发挥桥梁作用，指引老年人志愿者们树立正向的服务动

机，增强凝聚力。

其次，L社区内的养老兜底对象共有 158 人，其中

特困长者 14人、低保长者 49 人、低收入长者 12人、

贫困重度残疾长者10 人、独居孤寡长者 73人。相对于

整个社区 3525 名老人，互助养老队伍的服务覆盖范围

甚微。

2.5 社工机构对互助养老资源应用不足，社区居民

对现有资源不知晓

街道办对社区养老服务资源投入丰富，包括成功申

请卫健委的智慧养老服务项目，通过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颐和养老院、康益护理站、百家医道健康管理公司

联合合作为辖区内民政帮扶长者提供远程健康监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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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康复训练等无偿或低偿服务，但实际享受社区养老服

务资源的长者不多。

翻阅社工站的各季度服务汇总目录得知，社工站作

为沟通资源与服务的中介，多以资源链接服务为主，其

中链接长者饭堂、星光平安通等物质资源占比最多，而

其他情感服务的精神资源较少甚至出现空缺。以及在服

务过程中，发现社区居民不清楚有互助养老的资源。

3 L 社区老年人互助养老的启示

从 L社区老年人互助养老的发展现状，得知社工在

介入老年人互助养老过程中，充分运用个案工作和小组

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巧开展助人服务，为推动互助养老

在该社区的后续发展,今后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开

展。

3.1 注意老年人对结对帮扶的需求和应急情况处

理

我国城镇有大量闲置的低龄老年人力资源，他们有

足够的自理能力和清晰的意识，渴望发挥自己的力量来

传授经验和智慧，得到精神层面的充实和情感慰藉。因

此，推行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应当利用好本社区闲置的老

年人力资源，将老年人的养老和活动需求有机结合，为

有困难老人群配对养老服务，构建“健老”+“弱老”

的互助养老体系。其次，在应急情况的处理上，应当配

备 24 小时服务热线值班人员，如紧急介入长者居家跌

倒支援服务。同时，还应该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定

期检查应急设备，做到居安思危。

3.2 动员社区成员参与，实现社区内互助养老

当前，L社区互助养老队伍成员以退休老人为主，

其中女性占绝大部分，对于推动社区男性老人参与社区

互助养老发展和志愿服务的影响力还不足。志愿者服务

的地域和岗位内容还比较有限，社区氛围的营造缺乏持

久性，对于社区的影响力只是局限在小范围。主要原因

是对部分人群的需求把握还不够准确，对社区服务活动

缺乏系统的规划，导致社区成员的参与度低。同时，社

区老年志愿者的凝聚力不强。一方面是大家有各自的家

庭，除了有时间参与志愿服务外，其余时间各自忙着回

家带孙子等；另一方面在有限的志愿服务时间中，可能

会因为某种原因分成几个小团队，老年人志愿者整体队

伍的凝聚力就会分散。

3.3 规范志愿者队伍，培育社区互助养老领袖

目前，L社区互助养老队伍在提供服务时，出现组

织僵化、缺少新鲜血液、对社工站存在较大依赖等问题；

在参与社区治理时，主体意识不强，对社区共性问题无

法解决。互助养老队伍多次向社工表达希望在情感疏导、

团队建设以及志愿者培训、沟通、管理方面给予更多的

关注和支持。可以看到，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社工培

育的互助养老队伍面临着缺乏内生力的问题，老年人志

愿者对社工的依赖较大，社区营造缺少专家权威设计，

应当进一步规范老年人志愿者队伍。

4 结语

L 社区老年人互助养老项目实施至今，既弘扬志愿

服务精神，使老年积极参与社会，又减轻家庭养老压力，

促进老年人的沟通交流，避免与社会脱节，更好地发挥

老年人余力。因此，L社区老年人互助养老是一项值得

推广的养老模式。通过开展社区互助养老调研座谈会，

发现社区有能老人参与志愿服务需求强烈，具有潜在的

老年人力资源。绝大多数老人有“参与服务帮助他人、

提升自我价值”的愿望，尤其在老年人群体中对互助养

老服务的认可度高，能有效满足社区老年人自行互助养

老的需求。L社区互助养老在实际的运行中还存在资源

利用率低、老年志愿者管理欠缺等不足。要加强对互助

养老的指导和监管。L社区的老年互助养老模式虽然在

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合适本社区的养老模式，仍然需要专

业的人员进行指导和监管。要加强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

尤其是要推进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 提高老年人互助

养老的质量，对志愿者和其他服务人员进行医疗护理和

心理知识方面的专业培训，要增强他们对相应疾病护理

及紧急情况救治的能力，提高互助养老服务质量，促使

L社区的老年互助养老模式可以推广到其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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