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新语“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养老事业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提及“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这句话不仅是一句温暖的寄语，更是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出的明确要求。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截至2
024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3亿，占总人口的211。如何让这一庞大群体在晚年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
幸福，成为全社会共同面临的课题。总书记的讲话为新时代养老事业指明了方向，传递出党和政府对老年群体的深切关怀。在
政策层面，国家近年来持续加大对养老事业的投入。从“十四五”规划到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一系列政策文
件都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模式并行发展，旨在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
。例如，全国多地正在推广“嵌入式养老”模式，通过在社区内建设小型养老服务站，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专业照护
。这种模式不仅方便了老年人，也减轻了家庭的养老负担，真正让“幸福晚年”从理念走向现实。除了政策支持，社会力量也
在积极参与养老事业。许多企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团队投身于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行列。比如，一些科技公司研发了智能养
老设备，如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和智能家居系统，帮助老年人实时监测健康状况，提升生活质量。同时，各地还涌现出“银发
志愿者”群体，他们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为社区其他老年人提供帮助，形成了一种互助养老的新风尚。这些努力都在为“
幸福晚年”这一目标注入活力。然而，养老事业的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城乡养老资源分配不均、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短缺、部
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等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养老设施相对薄弱，许多留守老人面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的双重缺失。对此，总书记的讲话无疑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指引。未来，政府和社会需要进一步协作，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
的投入，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训体系，同时丰富老年人的文化娱乐活动，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值得一提的是
，文化养老近年来逐渐受到关注。一些城市通过开设老年大学、组织书法绘画兴趣班、举办社区文艺活动等方式，丰富老年人
的精神生活。这些活动不仅让老年人找到归属感，也让他们在学习和交流中保持活力，真正实现“老有所乐”。例如，北京某
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就吸引了大量老年人参与，成员们通过歌声抒发情感，收获了友谊和快乐。这种“幸福晚年”的实践，充分
体现了总书记讲话中传递的人文关怀。此外，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中华民族历来有尊老敬老的传统，家庭是老年
人情感依托的重要场所。近年来，国家提倡弘扬孝道文化，鼓励子女多陪伴父母，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一些地方还推出了“
时间银行”项目，年轻人通过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来积累“时间积分”，未来可兑换养老服务。这种创新模式既促进了代际
互动，也为养老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书记的讲话还提醒我们，幸福晚年不仅关乎物质保障，更关乎精神层面的满足。老年
人的幸福感来自于社会的尊重、家庭的关爱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构建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养老服务体系至关重要。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应以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心声，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
晚年感受到温暖和幸福。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观念的更新，养老事业将迎来更多创新和发展机遇。智能养老、绿
色养老、共享养老等新模式将不断涌现，为实现“幸福晚年”提供更多可能性。正如总书记所言，“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
福的晚年”，这不仅是一句承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全社会应携手努力，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共享社会发展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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