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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第二次老人问题理论研讨会

”
今年 7 月 3 日在重庆召开

,

历时两天半
。

这次会

议由市老龄间题委员会
、

市社科联和重庆社科院联合召开
。

会议收到论文及调查报告共 30 余

篇
。

与会者除作者外
,

还有重庆市大专院校
、

民政
、

劳动
、

工会
、

妇联
、

医疗卫生等部门研

究老人问题 的同志
,

各区
、

县负责老人管理工作的干部和各种退休协会的代表
,

共 70 余人
。

会议对有关老人问题的理论与对策作了有关的研究和探讨
。

一
、

理论探讨的观点综述

(一 ) 在探讨
“
老有所养

、

老有所为
、

老有所乐
、

老有所学
” 四者的关系间题上

,

大家

认为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
、

相互促进的统一体
,

其中
“
老有所为

”
是核心

。

老人 离 退 休 之

后
,

如果有机会继续为社会工作
,

首先就能使他们精神有所寄托
,

达到
“
老有所乐

” , 增加

了经济收入
,

就能更好地实现 “老有所养
” ,

由于工作的需要
,

又促使老人必须继续学习
,

做到了
“
老有所学

” 。

因此
, 目前对于城市老人的管理

,

应该首先抓好
“
老有所为

” 。

另一

方面
,

对于这四者的关系也不能绝对化
,

因为
`
老有所为

” 必须以
“
能为

”
作前提

,

对于丧

失继续工作能力和缺乏继续工作客观条件的老人来说
,

其主要问题仍然是
“
老有所养

” 。

特

别是农村老人
,

他们若要继续工作
,

就主要是务农
,

参加体力劳动
,

这对年迈体弱的老人是

极不适应的
,

所以目前农村老人管理工作应以
“
老有所养

”
为重点

。

(二 ) 在完善老年大学功能方面
,

大家着重围绕课程内容的设置展开讨论
。

一种观点认

为
,

实现长寿是老人离退休之后的主要任务
,

根据老人生理
、

心理特点
,

应以医疗保健学
、

心理学等为主修课
,

并选修绘画
、

书法
、

园艺等课程以掌握养身之道
,

陶冶性情
、

延年益寿
。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

老年大学的功能应该是增强老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

所以他们不仅

要学习保健科学
,

而且要学习社会学
、

社会心理学
、

法学
、

经济学
、

人 口学以及青年心理学

等
,

从学习中获得新信息
,

更新老观念
,

调适老年与青年的代际矛盾和老人与社会的疏远状

况
,

成功地实现老年继续社会化
。

为此
,

现在应该大量地办老年大学
,

普遍提高老人对社会

的适应能力
。

第三种观点认为
,

目前我国虽然仅有人 口老化的端倪
,

年轻劳动力还比较丰富
,

整个社

会尚未形成老年就业的紧迫感
。

加之 当代老人
“
落叶归根

” 、 “
天伦之乐

”
的价值取向

,

使

他们暂时没有对老年大学提出
“
增强老人再就业能力

” 的要求
,

因而 目前医疗保健` 绘画书

法之类的学习
,

在短时期内是可 以满足老人的需要的
。

但从发展趋势来看
,

随着人 口老化 日

益突出
,

老年就业 的普遍性和未来老人勇于竞争
、

实现自我等价值观的崛起
,

老年大学将从

学习内容到教育方式都不可避免地要与一般大学趋同
,

以达到
“
增强老人再就业能力

”
的目

的
。

所以在现在的办学实践中
,

我们就应该总结经验
,

大胆尝试
,

为把老年大学纳入成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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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的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

(三 )在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问题上
,

一种观点认为
,

随着家庭结构核心化

和代沟矛盾的突出
,

必须大力发展社会养老
,

修建老人公寓
,

办托老院
,

这样既可减轻青年

人的负担
,

又能使老人安度晚年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老人公寓
、

托老院费用高
,

照顾面窄
,

不仅国家经济财力难于负担
,

而且也不完全适应中国老人的具体情况
。

因为在中国
“ 以家为本

”
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老

人
,

家庭中的
“ 天伦之乐

”
与

“
安度晚年

”
是紧密相联的 ; 社会养老愈完善

,

天伦之乐的享

受就愈稀少
。

而且用社会养老替代家庭养老
,

还会因为两代人的分离和缺少沟通
,

使代际矛

盾更突出
,

所以中国目前仍应以家庭养老为主
。

但社会应注意从生活
、

医疗
、

娱乐等方面建

立多种老人家庭的社区服务
,

把社会支助通过家庭中介而服务于老人
,
这样既能分担家庭的

养老负担
,

又能使老人获得
“ 天伦之乐

” 。

此外
,

探讨了人 口老化与调整退休年龄等问题
。

二
、

解决问题的其体措施和对策思考

(一 ) 关于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
。

大家认为应该加强 3 方面的管理工作
:

第一
,

加强老年人力资源的计划管理
。

各部门的退休管理机构应建立退休职工劳动力结

构的档案
,

并上报市劳动局
。

为使重庆市离退休职工的职业结构
、

技术水平
、

文化和年龄等

有一系统完整的记录
,

以供用人单位科学估量和合理利用退休职工的潜在资源
。

第二
,

加强退休职工的行业组织及其横向联系
。

针对 目前退休人员工作服务对象主要是

缺乏工业设施和专业人才的边远地区和乡镇企业等
,

对这些地区进行工业
、

文化渗透
,

必须

具有设计与实施
、

技术指导与操作示范
、

生产管理相配套的最基本的技术实 体
。

为 此 必 须

将退休职工组合成各种专业协会和行业组织
,

以配套使用
。

重庆 目前的几个退休协会的成员

主要是有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
,

今后还必须依靠各系统的配合
,

将老技术工人和有经验的管

理人员组织起来
,

使专业协会的科研设计与行业组织的管理实施有机结合
,

相得益彰
。

第三
,

政府部门应设专门机构管理老人工作
,

负责研究制定老人特殊福利照顾和退休人

员再就业的各项政策 (如税收政策
、

劳保福利待遇
、

经济收入标准等 )
,

组织力 量 对 各 协

会
、

行会的技术水平进行鉴定考核
,

并颁发设计
、

施工等方面的执照
,

使退休人负再就业能

得到政策认可
,

受到制度监督
,

逐步走上正规化
。

(二 ) 发展老人福利事业的方案设想
。

大家认为 目前重庆市可从 3 种渠道发展老人福利事业
。

第一
,

大力发展社区的老人服务事业
。

社区是退休老人生活最密切
、

活动最 频 繁 的 地

区
,

因此老人管理应改变 目前由单位负责
,

按系统纵向管理为社区的综合治理
。

各街道应成

立老人服务管理的专门机构
,

使老人社会福利事业以社区为依托
,

通过本街道待业青年
、

退

休人员的人力开发
,

就近单位的赞助支持和政府福利事业的拨款等多种渠道
,

开履以医疗保

健
、

生 活服务和文化娱乐为主要内容的福利事业
。

第二
,

利用现有物质条件
,

采取多种变通方式
,

增设老人福利设施
。

如在现有的医院内

增设老年疾病专科
、

老年病床
,

在交通方便
、

条件较好的医院内
,

附设老年保健医疗培训中

心等
。

另外还可考虑将个别偏僻地区
、

环境好
,

但盈利不大的高级宾馆改为市老年疗养院
。

这样可以在花钱较少 的情况下
,

对老人给予更多的福利照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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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兰
,

莉用老人群体自身的潜力
,

发展老人福利事业
。

如卫生医疗系统中
,

和对年轻的

退休人员就提出对于社会孤寡的照顾护理
,

只要有关部门能在物质条件上给予必要 l的支持
,

他们可以承担管理
、

技术等方面的全部护理任务
。

三
、

确定了盆庆雨下一阶段的研究任务

会议期间
,

大家从城市和农村老人问题的不同特点出发
,

把
“
发挥老年人在丙个文明建

设中的作用
”
作为城市老人间题的研究重点

,

并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各种专题研究
,

如
: “

老

年人力资源现状及发展趋势调查
” 、 “

组织利用人力资源渠道和方式探讨” 、 ’

“ 离退休人员

再工作的报酬
、

管理与福利待遇以及税收等解决办法的研究
”
等等

。

把
“
经济体制政革与农

村老人赡养
” 间题作为农村老人间题 的研究重点

,

并围绕这一中心开展若干 课 题研 究
,

如
“ 经济体制改革后

,

农村养老事业的现状
、

特点及发展趋势
” , “

家庭结构变化给浓村老人

赡养带来的影响
” , “

农村实现老有所养的措施和途径
,
等等

。

在研究两个主要课题的同时
,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敏感的
、

特殊的间题进行及时调

查
,

研究解决
。

如 目前有 的老企业中
,

存在着为数不少的一批人
,

由于退休早
、

工资低
,

既

无专业特长
,

又无再就业门路
,

加之老伴又无工作
,

每月 50 元左右的收入要维持 两
一

人 的 生

计
,

`

非常困难
。

他们 已事实上形成了老人群体中的特困阶层
。

重庆市的老人研究和老人工作

应对这类现实问题提出及时解决的办法
。

又如
,

重庆市抽样调查表明
,

老人们最集中地反映

出对物价间题 的担心
,

这是一个极其敏感 的间题
,

因而在研究老人间题时
,

必须对褪休职工

现实生活水平的浮动状况进行周期性的调查分析
,

并根据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

对退休人员

的工资改革问题加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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