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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村居民返乡养老的现象逐渐增多。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区常住人口有124.5万人，60周
岁以上的老年人有33.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7.1%。未来
一段时期内，我区农村居民返乡养老潜在人群庞大，这也
给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为准确掌握我区
农村居民返乡养老（返回农村养老）的意愿与担忧，国家统
计局合川调查队近日走访了区民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并
对部分农村居民开展了问卷调研及访谈。调研结果显示：
67.6%的农村居民愿意返乡养老。

对部分外出务工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研

近日，国家统计局合川调查队对我区139名50周岁及
以上的外出务工农村居民（含目前已返乡居住的农村居
民）开展了问卷调研，其中男性有67人，占48.2%；女性有
72人，占51.8%。问卷调研对象年龄以50——59岁为主，
身体状况较为健康。从年龄来看，“50——59 岁”的 116
人，占83.4%；“60——69岁”的19人，占13.7%；“70岁及以
上”的 4 人，占 2.9%。从身体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的 95
人，占68.4%；“比较健康”的42人，占30.2%；“不健康，但生
活能自理”的2人，占1.4%。

这139名农村居民中，近八成仍在就业，返乡后以务农
为主。从当前就业状况来看，“暂未就业”的有 33 人，占
23.8%；“在家务农”的有57人，占41.0%；“户籍所在乡内务
工”的有 19 人，占 13.7%；“乡外县内务工”的有 12 人，占
8.6%；“县外省内务工”的有7人，占5.0%；“省外务工”的有
11人，占7.9%。调研中，云门街道刘姓居民表示，自己之前
在重庆市建筑工地做泥水工，现在年满60岁，难以在城市
找到建筑方面的工作了，目前回乡务农，有时候也在附近
做杂工赚钱，身边年龄相当的亲友也是类似的情况。

这139名农村居民中，普遍享有基础社保，超九成有自
有住房。部分农村居民保险意识较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等多种养老保险，同时还参加
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险。从
参加养老保险的情况来看，参加了各类养老保险的有119
人，占85.6%。从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来看，参加了各类医
疗保险的有138人，占99.3%。

此外，97.1%的农村居民有自有住房，部分农村居民在
城镇、农村均有住房。访谈中，部分农村居民表示在城市
务工多年，已经在合川区城区等地购买了商品房。还有部
分农村居民表示，由于有回乡养老的计划，已经提前回农
村老家修缮了住房。

67.6%的农村居民愿意返乡养老，四成选择
60周岁返乡

国家统计局合川调查队问卷调研结果显示：选择“在
城镇养老”的有45人，占32.4%。选择“返乡养老”的有94
人，占67.6%，其中42.6%的人表示年满60周岁返乡养老比
较适宜，21.3%的人选择65周岁返乡养老。访谈中，选择
60岁返乡养老的农村居民普遍表示，年满60周岁后，难以
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仅能从事保安、保洁等工作，收入
相对较低，难以承担城市的生活开支。

选择“在城镇养老”的受访者表示，城镇“生活更方便”
“医疗条件好”“卫生条件好”以及“需照顾孙辈”是促使其
留在城镇养老的前四大因素。同时，选择“需照顾孙辈上
学”的17人中有12人表示，孙辈不需要照顾后，如果生活
能自理，仍然愿意返乡养老。

情怀和经济是农村居民选择返乡的主要因素，半数返
乡农村居民选择单独居住。选择“返乡养老”的受访者普

遍表示，作为农民，落叶归根的情节较重，农村祖屋是安度
晚年的最佳选择，同时，农村生活开支少，压力小。在问及
返乡养老后，如何居住时，选择“单独居住”的有49人，占
52.1%；“与子女或亲属共同居住”的有43人，占45.8%；“住
政府兜底特殊困难老年群体的福利型养老机构”的有 2
人，占2.1%。

返乡养老存在“四忧”

与传统农民相比，返乡养老农村居民长期生活在城
市，现代化生活的意识更加强烈，对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加之，其后代在城市定居比例更高，使得传统的
家庭养老文化在农村逐渐淡化，传统的熟人社会关系日益
断裂，势必给未来一段时期内返乡养老的服务体系建设、
乡村治理建设带来新的挑战。据国家统计局合川调查队
调研结果显示，受访者对返乡养老存在“四忧”。

担忧一：缺乏养老资金保障。选择返乡养老的94名
农村居民，其中87人对养老资金保障存在不同程度的担
忧，占92.6%。存在养老资金保障担忧的87人返乡养老农
村居民，担忧的主要因素选择率最高的三项（多选）：养老
保险保障力度不足、农村缺乏适合老年人工作机会、务农
收入低难以支撑养老所需。在走访调研中，多名受访者表
示，返乡养老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花费较城镇低了一些，但
农村的人情来往较多，一个月如果遇到 2 次以上礼金支
出，就会入不敷出。在问及返乡养老的主要收入来源时
（限选两项），选择“打零工或务农收入”的占42.6%，从侧面
折射出农村居民返乡养老后，存在因养老金不足仍需要打
零工或务农来增加收入的现实窘境。

担忧二：医疗保障水平不高。选择返乡养老的94名
农村居民，其中84人对医疗保障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担
忧。医疗是老年群体重要的需求，现在农村卫生室一般只
能处理感冒等轻微病症。

担忧三：给子女带来生活负担。选择回乡养老的 94
名农村居民，其中67人存在心理需求的担忧。他们担心
给子女生活带来负担。其子女多数为独生子女，由于返乡
农村居民普遍缺乏养老资金保障，部分人员需要子女提供
部分赡养费，担忧给子女生活带来负担。另外，还有部分
农村居民担忧子女回乡少，缺乏家庭氛围。多数返乡养老

农村居民子女已经进城工作生活，未来不会回到农村长期
居住，担忧子女平时忙于工作和生活，没有能力或者没有
意愿为自己返乡养老提供陪伴式照料。

担忧四：农村基础配套设施不够完善。选择回乡养老
的94名农村居民，其中82人对农村基础配套设施存在不
同程度的担忧。在问及“对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哪方面存在
担忧”时（多选），按照选择率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交通、
物流设施”“公共环境卫生”“水电气管网设施”“安全设施”

“缺乏普惠型养老机构”“缺乏福利型养老机构”，分别有55
人、29人、26人、24人、17人、12人选择。同时，据区民政局
介绍，截至 2022 年底，合川区建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88
个，实现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其中位于城市（7个街道）的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共49个，位于农村（23个镇）的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39个。但考虑到基数和地域面积，农村社区
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的覆盖率与城市的差距依然较大。

破解“四忧”：完善社保体系与农村基础设施

为破解农村居民返乡养老“四忧”，国家统计局合川
调查队提出如下建议：完善社保体系建设。提高政府对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补贴力
度，提高农村居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覆盖率；对高龄农村居民到退休时，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不足的难题，给予政策优惠支
持；扩大医保报销范围，一定程度上减轻慢性病、重病患
者负担。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城
乡融合发展。完善农村公共交通、物流设施，拉近返乡养
老农村居民与城市、家人的距离；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
治，优化人居环境；增设公共摄像头、24小时安全热线等
提供安全保障；完善农村水电气网设施设备，稳定供电、
供水，在人员聚集村落开通天然气，提高返乡养老生活便
利度。

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支持鼓励返乡农村居民
再就业，让返乡农村居民发挥余热，同时通过土地流转、
发展合作社，增加农村居民土地流转收益、务工收入；完
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具有条件的地方，发
展普惠性养老机构等。

国家统计局合川调查队调研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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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槐镇双槐社区志愿者陪老年人玩游戏 通讯员 周克春 摄

农村便利的交通为返乡养老的农村居民提供出行保障 通讯员 周克春 摄

美丽乡村建设让乡村更宜居 通讯员 刘勇 摄

钓鱼城街道思居村老年人聚在一起聊天 通讯员 柳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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