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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9 815年末的统计
,

上海市市区人口总数为 6 98
.

30 万人
,

其 中60 岁以上的老人为 1。。
.

15

万人
,

80 岁 以上的高龄老人为 7
.

61 万人
,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占市区人 口 总数的 1
.

09 %
,

占60

岁 以上老人的 7
.

60 %
,

并呈上升趋势
。

高龄老人较之于一般老人更为衰老
,

会带来更多的特殊需要与间题
,

它对社会和国家的

发展也会带来各种影响
,

是老龄问题 的关键
。

因此要把高龄老人的研究
,

放在重要位置
。

1 9 8 6

牛 4 月
,

上海市老龄间题委员会和上海市老年学学会委托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 系 组 织 了

“ 上海市高龄老人问题研究课题组
” ,

一

就高龄老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

6 月
,

课题组组织力

量 在市区进行 了一次高龄老人生活情况的抽样调查
。

一
、

调查方法

这次调查对象是居住在上海市区的 1 9 8 6年 5 月 l 日年满 80 岁及其以上的老人
。

调查样本

的选择是采取随机分段整 群抽样的方法
,

即把街道作为第一阶段的样本
,

把居委会作为第二

阶段的样本
,

除吴淞
、

阂行区随机抽样一个街道外
,

其余十个区各抽取三个街道
,

共计32 个

街道
。

然后在被抽取的街道中
,

各抽取一个居民委员会作为样本
。

在这些居委中所有的80 岁及

以上老人均作为调查对象
。

除部分老人迁居外地或病重未能调查及由于调查误差所形成无效

资料外
,

有效资料为 8 35 份
。

这些资料是比较完整可靠的
,

约占应调查对象的 8 6
.

2 %
。

由于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文化程度一 般较低
,

体质较差
,

我们采取 问卷访同的方法取 得

资料
,

即由访 问员直接向老人询间
,

再由访问员填写问卷
。

在这次问卷调查过程 中 及 其 以

后
,

我们还对部分高龄老人进行了典型调查
,

为各专题调查报告提供材料
。

调查内容除了有关年龄
、

性别
、

经济状况
、

过去职业以及文化程度
、

家庭结构等基本状况

外
,

还包括老人的赡养
、

日常生活
、

健康和医疗状况
、

居住状况
、

家庭生活以及老人的生活

困难和赡养意愿等项 目
。

二
、

上海市 区高龄老人的基本情况

1
.

性别
。

在 83 5位高龄老人中
,

男性有 3 20 人
,

占3 8
.

3 %
,

女性 51 5人
,

占 6 1
.

7 %
。

性

比例为 10 0 :

62
。

而 《上海市老年人间题研究 》 课题组 1 9 8 3年 5 月对 6 13 位 60 岁及其以上的老

人进行调查 (以下简称 ,’6 0岁及其以上老人调查
” )

,

男性有 2 75 人
,

占4 4
.

9 %
。

女性有 3 38

人
,

占5 5
.

1%
,

性 比例为 10 0 :

81
。

它表明
,

随着年龄增长
,

男女性别比例差距增 大
,

高 龄

女性老人多于高龄男性老人
。

这是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所致
,

与世界各国性况相一致
。

它

告诉我们
,

在研究老龄间题时
,

应注重研究高龄女性老人的间题
。

2
.

年龄
。

83 5位高龄老人平均年龄为 84 岁
,

他们 中的大多数在 80 一 84 岁之间
,

共 有 6 08



人
,

占高龄老人 营
、

数 7 2
.

8 %
。

年龄在 85 一 89 岁之间有 18 3 ,
、 , ,」了总数的 2 1

.

9 %
。

90 岁 以上者
,

人数骤然减少
。

90 一 g d岁 占4
.

8 %
,

95 岁及其以上 达川
.

5 %
。

它表明在高龄老人中以 80 一 89 岁

为主体
,

占总数 9 4
.

7 %
,

而 90 岁以上者仅 占5
.

3 %
。

3
.

文化程 度
。

高龄老人的文化程度较一般老人的文化程度低
。

在 8 35 位高龄老 人 中
,

文 商为 475 人
,

占5 6
.

9 % ; 小学程度者为 21 7人
,

占2 6
.

0 % ; 初中程度者 67 人
,

占 8
.

0 % ; 高

中程度者 48 人
,

占5
.

7 % ;
大专程度者 28 人

,

占3
.

4 %
。

年龄越大
,

文盲和文化程度比较低的

比例就越高 ;
年龄越小

,

文盲的比例就越少些
。 “ 60 岁及其以上老 人调查 ”

情况也是如此
。

4
.

婚姻状况
。

在 8 35 位高龄老人中
,

元配配偶健在者 19 6 人
,

占老人总数的 2 3
.

5 %
,

丧

偶后未再婚者 5 7 4人
,

占6 8
.

7 % ; 丧偶后再婚 55 人
,

占6
.

6 % ;
离婚后未再婚 4 人

,

占。
.

5 % ;

离婚后再婚 1 人
,

占0
.

1 % ;
从未结婚者 5 人

,

占0
.

6 %
。

由此可见
,

无配偶的稣寡老人 占高

龄老人总数的 70 %
。

5
.

家庭结构
。

( 1 ) 6 2
.

5 % 的高龄老人生活在主干家庭中
。

即有 5 22 人在主千家庭 中生活
,

居 于首位
。

生活在隔代家庭及核心家庭者相近
,

前者为 86 人
,

占总数 1 0
.

3 % ;后者为 84 人
,

占总数 1 0
.

1 %
。

在联合家庭生活者为 65 人
,

占了
.

8 % ;
单身家庭的有 70 人

,

占8
.

4 % ;
其他家庭 8 人

,

约 占 1 %
。

( 2 ) 从家庭代数来看
, 5 2

.

7 % 的高龄老人生活在三代家庭
,

即有4 40 人在三代家 庭 中

生活
,

居于首位
。

生活在四代家庭的为 15 6人
,

占 1 8
.

7 % ; 在二代家庭中生活的为 n s人
,

占

总数的 1 3
.

8 % ;
高龄老人单身 ( 或与配偶一起 ) 生活的 1 24 人

,

占总数 14
.

9 %
。

( 3 ) 高龄老人所在家庭人 口 5 一 6 人者为多数
,

计 2 90 位老人生活在这类家 庭 中
,

占

总数的 3 4
.

7 % ; 25 1位老人生活在 3 一 4 人的家庭中
,

占 30
.

1% ;
在 1一 2 人家庭的为 1 64 人

,

占1 9
.

6 % ;
在 7 一 8 人的家庭中的为 8 7人

,

占1 0
.

4 %
,

生活在 9 人 以上的家庭的有 43 位老人
,

占5
.

1 %
。

家庭平均人口 为 4
.

6人
。

6
.

离退休金收入状况
。

在 8 35 位高龄老人中属离退休职工者 3 4 8人
,

占总数 41
.

7 %
。

其

余 48 7人无离退休金收入
,

占总数的58
.

3 %
。

3 48 位离退休老
.

人中原职业为工人者计 2 10 人
,

占总数的 6 0
.

3 %
。

离退休金收入在 50 元 以

下者为 n 人
,

占离退休老人的 3
.

2 % ; 收入 51 一 70 元者 95 人
,

占2 7
.

3% ; 71 一 90 元者 1 07 人
,

占3 0
.

7 % ; 9 1一 1 1 0元者 5 1人
,

占2 3
.

芝% ; 1 1 1元以上 5 3人
,

占 1 5
.

2 %
。

离退休金的平均数为

9 0
.

3 3元
,

标准差为 3 5
.

14元
。

三
、

上海市区高龄老人的生活状况

1
.

对老人的赡养

上海市 区高龄老人中一半以上是没有离退休金的
,

在那些有离退休金的老人中
,

收入在

70 元 以下的占3 0
.

5 %
。

无离退休金或离退休金较低的老人
,

除了部分由老伴供养以外
,

大多

数是 由小辈赡养
。

根据调查
,

回答没有离退休金或离退休金不够用的老人中
,

依靠子女帮助有 42 3 人 次
,

占

7 9
.

8 % ; 由老伴供养的有 53 人次
,

占 10 % ; 亲友接济者 18 人次
,

占 3
.

4 % ;
依靠本人积 蓄 者

巧人次
,

占2
.

8 % ;
社会救济 14 人次

,

占2
.

6 % , 单位补助者 7 人次
,

占 1
.

3 %
。

接受子女现金资助的老人共有 3 35 人
。

按月资助不足 10 元者有 71 人
,

占 2 1
.

2 % ; n 一 15

元者 3 4人
,

占1 0
.

1% ; 1 6一 2 0元者为 4 1人
,

占 12
.

2 % ; 2 1一 2 5元者为 1 3人
,

占3
.

9 % ; 2 6一 3 0



元者为 8 3人
,

占 1 1
.

3 % , 30 元 以上者为 1 37 人
,

占 4 0
.

9 % , 不详者 1人 占0
.

1%
。

子女赡养老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内,
。

在回答该问题的 2 38 位老人中
,

离退休金交给 子 女

并共同生活者 85 人
,

占3 5
.

7 % , 同一个子女吃在一起
,

其余子女按月贴生活费或零用钱的40

人
,

占2 0
.

6 % ; 无退休金
、

子女供衣食 37 人
,

占15
.

5 % ; 子女按 )J 补贴生活费
、

老人自己开

伙者 28 人
,

占 1 1
.

8 % ; 退休金归 自己使用
,

子女供衣食者 12 人
,

占 5 % ;
其他27 人

,

占1 1
.

3 %
。

目前照料高龄老人生活者中
:

第一位是子女
,

有 5 34 人次
,

占总数的 4 5
.

6 % ;
第二 位 是

配偶
,

有 21 3人次
,

占总数的 18
.

20 % ;
第三位是孙辈

,

有 2 1 0人次
,

占 17
.

9 % ;
第四位 是 媳

妇和女婿
,

有 18 1人次
,

占 1 5
.

5 % ;
第五位是其他照料者

,

有 32 人次
,

占 2
.

7 %
。

在老人中
,

有 1 0
.

8 %即 90 人生活无人照料
,

其中巧 人是丧偶未再婚者
; 4 人是未婚者

,

两者相加 占无人

照料的老人 8 7
.

7 %
。

有 7沈位老人回答 了与小辈聊天和散步 的问题
,

其中自述子女能与其经常聊 天 的 有 3 16

位
,

占40
.

9 % ;
很少与老人聊天的有 3 63 位

,

占47
.

0 % ; 从不与老人聊天的 93 人
,

占12
.

。%
。

小辈能陪同老人散步 的为99 人
,

占总数的 1 2
.

8 % ; 不陪同老人散步的占B 7
.

2 %
。

经常收到小辈赠送礼物者 4 37 人
,

占回答该 间题老人的 5 6
.

2 %
,

逢年过节小辈送礼 物 者

2 2 3人
,

占28
.

7 % ; 没有收到小辈送礼物的 1 18 人
,

占 1 5
.

2 %
。

老人认为子女是
一

敬重自己的有

6 9 5人
,

占回答该 问题老人的 8 6
.

8 %
,

认为子女不敬重 的有79 人
,

占9
.

9 %
,

没有回答或情况

不明的有 27 人
,

占3
.

4纬
。

从以上分析 中可以看出
,

上海市区高龄老人的生活是比较安定的
,

家庭气氛 也 比 较 和

睦
。

在 8 35 位老人中
,

回答家庭关系和睦者 6 29 人
,

占总人数 7 5
.

3 % ; 回答关系一般 者 为 12 乐

人
,

占 15 % ; 回答不和睦者为 33 人
,

占4
.

0 % ; 不回答或情况不明者为 4 8 人
,

古 5二 7 %
。

2
.

日常生活

表 1 年龄与兴趣爱好种类交互分类表

年 龄

兴趣爱好种数 一 8 0~ 8 4 r 8 5~ 9 0 9 1~ 9 4 , ) 9 5

1人 数
{

% }人 数 , % 人 数 % 」人 数 { 肠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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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_
_ _

_ _

竺
_ }一

_ _

竺
7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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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 _

_ _

{ 2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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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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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尸
二一

{一 2 5一。 一

_

一
-

一一
_

一

下二高龄老人进食荤素皆有者 56 2人
,

占总数 6 7
.

3 %
,

以素为主 2抓人
,

占 2 7
.

7% ;
’

以荤为主

41 人
,

占4
.

9 % ;
其他 1 人

,

占0
.

1 %
。

近两年进补品者 4 99 人
,

占5 9
.

8 % ;
未进补品者 3 36 人

,

占4 0
.

2 %
。

近两年添置衣服者 4 18 人
,

占50
.

1% ; 未添置衣物者4 17 人
,

占49
.

9 %
。

从生活嗜好来说
,

高龄老人中嗜茶的为 3 00 人次
,

占有嗜好总人次的 5 3
.

8 % ;
其余 两 瑰

嗜好者几乎相等
,

嗜烟的 129 人次
,

占2 3
.

2 % ;
嗜酒者为 128 人次

,

占2 3
.

0 %
。



从闲暇生活来说
,

高龄老人的绝大多数有一种或几种兴趣爱好
。

没有兴趣爱好者 1 95 人
,

占2 .3 4 % ; 有一种兴趣爱好者 23 9人
,

占 2 8
·

6 % ;
有二种兴趣爱好者 17 2人

,

占2 0
.

6 % ; 有三

种兴趣爱好者 10 8人
,

占 12
.

9 % ; 有四种或四种以上兴趣爱好者 12 1人
,

占 14
.

5 %
。

随着年龄

增长老人仍有兴趣爱好
,

但数量有所减少或有所变化
,

见表 1
。

高龄老人兴趣爱好中居第一位为看 电视
,

计 4 33 人次
,

占总人次的2 9
.

4 % ; 爱好听 广 播

有 37 1人次
,

占总数的 2 5
.

2 % ;
体育锻炼为 2 16 人次

,

占 14
.

7 % ;
阅读书报 20 2人次

,

占 1 3
.

7 % ;

不满 1 00 人次的有看 电影
、

种花养鸟 (鱼 )
、

看戏
、

下棋
、

打扑克
、

绘画书法及其 它
,

分 别

为 7 5人次
,

63 人次
,

50 人次
,

37 人次
,

15 人次
, 9人次

,

它们 占总 人 次 的 5
.

1 %
, 4

.

3 %
,

3
.

` %
, 2

.

5 %
, 1

.

0 %
, 0

.

6%
,

因此老人的闲暇生活基本上是以户内活动为主
。

在 日常生活中
,

尽管高龄老人年事 已高
,

但大部分老人在家中帮助做家务
。

在 83 5 人 中

帮助做家务的 5 52 人
,

盏端数 66
.

1% ; 不帮助做家务的 2 83 人
,

占3 3
。

9 %
。

女高龄老人帮助做

家务的多于男高龄老人
。

女性有 7 8
.

8 %帮助做家务
,

男性做家务的虽少 于女 性
,

但 也 高 达

叔
.

5 %
,

参见表 2
。

相当部分高龄老人负担家务劳动太重
。

d 7
.

8 %的高龄老人负担主要家务

劳动
,

参见表 3
。

患有疾病但仍可正常活动的高龄老人占有病老人的 67
.

6 %
,

他们仍帮助做

一些家务劳动
,

参见表 4
。

表 2 性别与家务劳动情况交互分类表

表 3 担任主要 家务情况统计表 表 4 健康状况与家务劳动交互分类表

…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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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居住情况

高龄老人有单独住房者 43 9人
,

占83 5人的52
.

6 %
;
无单独住房的 3 96 人

,

占总数 4 7
.

4 %
。

有单独住房的 4 39 人
,

其 中2 51 人
,

住在朝南 (东 ) 正房 占57
.

2 % ; 1 43 人住在朝西 (北 )

正房或亭子间
,

占32
.

6 % ; 住暗室
、

阁楼走道等质量很差者 45 人 占1 0
.

2 %
。

无单独住房的 3 96 人
,

两代合住 94 人
,

占23
.

7 % ;
隔代合住 1 43 人

,

占3 7
.

3 % ; 三代合住

功 6人
,

占27 %
,

与其他人合住的 48 人
,

占12 %
。

39 6位无单独住房的有 33 位即0
.

8 %
,

与 子

孙辈合住在暗室
、

阁楼和走道
,

居住条件十分差
。

无单独住房者 3 9 6人中有 3 n 人 即了8
.

5 3 %



患有各种疾病
。

4
.

健康与就医状况

在名35 位高龄老人中
,

无疾病的有 187 人
,

占总人数的 22
.

4 %
。

患有各种疾病的有 6 48 人
,

古 77
.

6 %
。

从各年龄组的健康状况看
,

年事高的患病百分比有下降趋势
,

见表 5
。

襄 5 年龄与健康状况交互分类表

健健 康 状 况况 年 龄龄

88888 0~ 8 444 8 5~ 8 999 9 0~ 9 444 ) 9 555

人人人 数数 %%% 人 数数 %%% 人 数数 %%% 人 数数 %%%

有有
`

病病 4 8 444 7 9
.

666 1 3 333 7 2
.

777 2 999 7 2
.

555 222 5 0
.

000

无无 病病 1 2 444 2 0
.

444 5 000 2 7
.

333 1 111 2 7
.

555 222 5 0
.

000

111 0 0 000 18 333 1 0 0
.

000 4 000 1 0 0
.

000 444

高龄老人所患疾病中居首位的是白内障
,

关节炎
,

第五位是老慢支 (见表 6 )
。

表 6 疾 病 分

第二位是心脏病
,

第三位是高血压
,

第四位是

类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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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35 位高龄老人中
,

思维清楚的有 7 49 人
,

占总人数 8 9
.

7 %
,

有些迷糊 的 有 78 人
,

占

9
.

3 %
,

神志不清的有 7人
,

占0
.

8 %
。

年龄与精神状况一般呈正 比
,

即高年龄段的老人
,

精

神状况 日差
,

但四位 95 岁 以上老人却是思维清楚的
。

从生活自理和到户外活动能力状况来看
,

生活 自理能力强者占多数计 7 33 位
,

占总 数 的

87
.

8 %
,

中等的 60 位
,

占7
.

2 %
,

弱的 21 位
,

占2
.

5 %
,

无生活 自理能力的也是 21 位
,

占2
.

5 %
。

从生活自理能力较强者看
,

随年龄增长
,

自理能力减少
,

而调查对象 95 岁以上者四人中有三

人 自理能力较强
,

其他各栏皇高低交错形
,

见表 7
。

在 8 35 位高龄老人 中可 以到户外走动的占总人数的 7 0
.

8 %
。

另对能到户外走动的 58 3位老

人调查
,

其中 42 5人不需搀扶或用拐杖
。

高龄老人 自述能单独就诊的为 3 63 人
,

占被调查对象的 44
.

1% ; 4 16 位老人不 能单 独 就

诊
,

占总数 4 9
.

8 % ; 另有 51 人未作回答
,

占6
.

1 %
。

另对 3 06 位无单独就诊能 勺 老人作调查
,

其中有人陪伴的为 29 1人
,

占95
.

1% ; 有 15 人无人陪伴
,

占4
.

9 %
。

多数高龄老人在街道医院就诊
。

在经常去医院就诊的 7 56 人中
,

在街道医院就诊者为 4 5艺

人
.

占 5 9
.

8 % ; 在区级医院就诊者 1 85 人
,

占24
。

5 % , 在市级医院就诊者 10 1人
,

占1 3
.

4 % ;



衰 7 年助与生活 自理能力强肠交互分类衰

少万万
在本单位医务室或医疗站就医者最少

,

为 18 人
,

仅 占2
.

4 %
。

医疗费用属于劳保或公费的有 3 48 人
,

占回答该问题人数的 42
`

4 %
,

他们的医疗费全免
。

另有 4 14 人属于半劳保或半公费的占5 0
.

4 %
。

其余半数多由子女支付
。

还有 59 人医疗费完全 自

理
,

占7
.

2 %
。

四
、

亚须帮助高龄老人解决的几个困难问惬

高龄老人反映的困难问题有六类
。

依次为 ( 1 ) 住房紧张
。

反映这一问题 的 2 01 人 次
,

为总人次的 3 3
.

3 % ; ( 2 ) 看病不便和久病不愈 12 3人次
,

占2 G
.

4 % ; ( 3 ) 生活单调 105 人

次
,

占17
.

4 % ; ( 4 ) 经济困难 70 人 次
,

占11
.

6 % ; ( 5 ) 生活无人照料
,

47 人次
,

占7
.

8 % ,

( 6 ) 家庭矛盾 34 人次
,

占5
.

6 %
。

我们认为
,

这些问题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

随着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

统筹规划
,

综合治理
,

加 以逐步解决
。

( 1 ) 住房紧张 问题
。

住房紧张是高龄老人的首要生活困难
。

据统计除单身老人多数 以

经济困难为第一位外
,

生活在核心
、

主干
、

隔代 及联合家庭中的多数老人均以住房紧张为第

一困难
。

此次调查表明高龄老人家庭人均居住面积虽然为 5
.

9平方米
,

但老人实际居住 条 件

最差
,

即或原来居住条件较好的
,

多年 来不仅要为子女居住或结婚腾房
,

甚至还要为孙 辈的

居住或结婚腾房
。

近年来政府和单位虽然造了许多新房
,

但根据现行的政策
,

退休职工特别是原来无职业

者不能享受分房
,

而依靠小辈分得住房来改善高龄老人居住条件的可能性又极小
。

有关都门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及住房分配不合理状况
,
已考虑实行住宅商品化及提高公

有居住用房租金等办法
。

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有关办法时
,

要充分考虑 己退休职工及原不属

国家职工的老人
,

特别是住房有困难的高龄老人的居住权益
。

在现行造房原则不变 ( 即主要

依靠单位 自造工房 ) 的情况下
,

建议单位在分配职工住房时
,

退休职工应与在职职工享受同

等权利
,

而对高龄老人更应予以照顾
,

优先分房
。

高龄老人住没有电梯的高层住宅 (个别地区 已在造七层楼房 )
,

增加了生活不便
,

使原

有自理能力及可以进行户外活动的老人几乎不再能作户外散步及外出就 医
。

而他们居住低层

楼的愿望又往往同其他家庭成员
,

即儿孙辈的要求及分房办法有种种矛盾
,

这也是值得研究

的间题
。

对于因家庭关系不和睦及生活无人照料而要求迁居老人乐园者
,

应作进一步调查研究
,



分别情况
,

用不同的办法解决
。

( 2 ) 医疗问题
。

高龄老人患病者多
,

但部分老人却不去医院看病
。

其原因 是 A
.

行 动

不便
,

小辈多系在职职工
,

不能经常请假陪同就医
; B

.

怕增加经济负担
,

许多老人生病时
,

向小辈或友邻讨一些免费 (公费医疗或劳保 ) 的药吃
; C

.

怕公共车辆拥挤
; D

.

怕看某些医

生护士的冷面孔
。

此外
,

高龄老人卧床不起需人服侍者
,

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照顾
,

如由小辈

照料
,

又得影响其工作和学习
。

建议建立高龄老人保健制度
,

由地 区医院负责
,

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
。

要大力发展家

庭病床
,
已经建立家庭病床的

,

要落实经常性护理力量
。

在有条件的医院设老年专科门诊
,

给不 汰真执行对高龄老人优先就诊取药的医院
、

医务室 (站 ) 以批评
、

教育甚至处分
。

在区

级逐步建立老年 医院以及在一些街道以红十字站为基地
,

组织退休医师为老人服务
,

设老年

咨询门诊
,

逐步推广使老人看小病不用出里委的好经验
。

( 3 ) 生活单调问题
。

高龄老人的闲暇生活多在室内
,

主要是看电视
、

听广播
。

但高龄

老人能到户外活动的却占总数的 70
.

8 %
。

为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
,

除搞好适合老人收听收看

的影视节 目外
,

大型娱乐场所应有无障碍设计
,

便于高龄老人参加活动
,

更多的是要举办高

龄老人能就近参加的文化娱乐设施
,

公园
、

街心花园要为老人参加活动提供各种方便
。

由于小辈与高龄老人精神沟通等方面存在间题
,

调查表明有 87
.

2 %的老人没有小辈陪同

散步 , 59 %老人很少或不能与小辈聊天
。

应该教育小辈
,

让他们了解到对老人 的赡养不仅是

经济上的
,

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上 的慰籍
,

子女和孙辈应该关心和体贴老人
,

要使老人享受

天伦之乐
。

( 4 ) 经济困难问题
。

有离退休金的老人一般没有经济困难
,

除供自己和老伴享用外
,

有的还补贴一些给子女
。

也有一些高龄老人退休早
,

退休金低
,

加上生活费用上涨
,

退休金

又不能相应提高
,

生活已有一定困难
。

部分老人过去没有参加过工作
,

无退休收入 (妇女居

多数 )
,

而小 辈又收入少或不愿赡养
。

这些老人有的生活水平 已低于靠国家救济的孤老
。

他

们对家庭
、

社会无所求
,

但求温饱
。

建议对生活水平低于国家救济标准的高龄老人由子女所

在单位或民政部门给以补助
。

由于有经济困难的高龄老人将越来越少 (现在的低龄老人绝大

多数有退休收入
,

他们进入高龄后
,

经济困难不多 )
,

因而用 于解决高龄老人经济困难的费

用是有限的
。

用少量的经费帮助有经济困难的高龄老人
,

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

使他

们安度晚年
,

是十分有意义的事
。

( 5 ) 生活照料问题
。

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老人有 6 40 人
,

其中子女 仍在工作的老人有 4 55

人
,

占总数 7 1
.

7 % ; 子女退休的有 13 4人
,

占 2 0
.

9 % ; 子女退休后再工作 39 人
,

占6
.

1% ;
无

工作 12 人
,

占总数 1
.

9 %
。

总计 7 7
.

8 % 老人的子女仍在工作
。

高龄老人 中没有或仅有很弱的生活白理能力约占 5 %
。

他们爬楼梯
、

烧饭菜及洗澡很难

自己完成
。

无人给予生活照料的老人 占1 0
.

8 %
。

这些老人更需要生活照料
。

由于高龄老人的小辈多忙于工作
,

照料老人确有困难
;
有的家庭关系又不和睦

, “

代沟
”

难以沟通
,

除对小辈进行尊老敬老教育
,

要他们多照顾老人外
,

国家和社会也应帮助照料高

龄老人
。

建议地区普遍举办为老人服务 (服务对象可不限于老人 ) 的家务服务 队及服务站
。

服务队 (站 ) 可以形式多样
,

合理收费
,

如上门为老人做家务及各种护理
,

也可以接送老末

到服务站作各种料理
,

陪同去医院看病
,

到公园及一些适合老人活动的公共场所活跃身心
。

( 6 ) 家庭矛盾问题
。

据子女敬重老人的 自我评价
,

老人对家庭气氛自我评价和我们的



一

侧面了解
。

高龄老人得不到子女敬重的在 10 % 以上
,

在这些子女不敬重老人 的 家 庭 中
,

有

37 %的家庭关系不和睦
,

52
.

1% 的家庭关系一般
。

它表明子女对老人的态度
,

对 家庭气氛影

响很大
。

从此次调查大体可以看到
,

与老人共居的子女文化素质低者
,

其家庭关系不和睦者

比例高
,

参见表 8
。

表 。 共居子女的文化与家庭气氛交互分类表

… 共 居 子 女 的 文 化 程 度

家 庭 气 氛 高 中 { 大 学 及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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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小辈
,

当然也有少数在老人方面
。

无收入
、

久病的及家庭住房紧

张的老人比之于这方面条件好的老人境遇更差
。

现阶段要在家庭内部大力发扬社会主义道德

风尚
,

克服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的影响
,

要切实做到尊老爱幼
,

建立和发展平等
、

团结
、

友爱
、

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关系
。

还应该制定相应的措施和制度
,

要充实
“五好

”
家庭活动

,

制定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地方法规
,

把尊老爱幼作为考核干部的标准之一
,

以及建立老人

节等
。

还要积极试办
“
老年公寓

” 、 “
老人楼

” ,

帮助部分有子女
、

但在家中受歧视
、

虐待
,

的老人或因住房特殊困难而发生家庭纠纷的老人解决居住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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