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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广州移居老人更好融入新生活
来源：中国人口报　添加时间：2023-03-03 09:27:03　点击：836

　　相关统计显示，广州常住老年人口中有相当比例是移居老人。移居老人兼具老龄和流动人口两种特征，但又明显区别于其他

老龄和流动群体，因而他们在获取公共服务、适应流入地生活、养老安排上面临一些独特的问题。完善移居老人养老服务模式，

关系到老人自身的生活质量，也关系到老人背后家庭的幸福生活。

　　在流动人口举家迁移趋势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作为“家庭从属人员”加入迁移队伍。与其他年龄的流动人

口不同，家庭因素是老年人流动迁移的核心原因，他们流动的目的是照顾儿孙或养老，常“流而不动”长时间居住在流入地，呈

现出长期居住或定居状态。根据老年流动群体的迁移目的和居住特点，本文将该人群称为“移居老人”。

　　广州移居老人现状及特征

　　根据笔者对广州移居老人的调查，按其来广州目的，可分为援助子女、投靠养老、返穗养老三种类型。其中，援助子女型移

居老人数量最多、所占比重最大。他们来广州的目的是照料子女及孙辈，在家庭生活中，他们主动承担买菜、做饭、洗衣、婴幼

儿抚育等家务劳动。投靠养老型移居老人是指因离异、丧偶或其他子女无法赡养等原因，投靠在穗子女的流动老人。该类型多为

单身老人，人数相对较少，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以居家养老为主，承担的家务劳动较少。返穗养老型移居老人是指原出生或生活在

广州，后到他地工作，现选择回广州养老的老人。

　　广州移居老人的生活境遇

　　综上所述，移居老人兼具老龄和流动人口两种特征，但又明显区别于其他老龄和流动群体。具体而言，移居老人多为非户籍

人口，与户籍老人相比，他们在就医、养老福利、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受到一些限制，面临异地就医难、公共服务区别化等问

题；与常规流动人口相比，移居老人年龄长、社会适应能力相对较弱，常面临孤独、思乡、语言障碍、环境适应能力差、社会交

往缺失等困扰。

　　在家庭生活中，移居老人常处于情感和代际失衡状态。在现代家庭生活中，家庭代际地位模式从尊重长辈转变为偏爱子代、

孙代，家中子代及孙代价值被放大。例如，在居住安排上，房屋的主卧由子代居住，移居老人通常被安置在次卧或改造的房间。

另外，由于女性更擅长做家务和儿童抚育，在居住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外婆”“奶奶”常独自前往子女家中，老两口处于长期

分离状态，极易导致移居老人产生思乡、孤独、忧郁等不良情绪，影响移居老人的心理健康。

　　在社会活动中，移居老年人时常面临社会适应难题。首先是语言交流障碍。移居老人常因不会讲普通话、不懂粤语等原因，

难与家庭以外人员交流，社交范围狭窄，社会活动受限。其次是生活环境差异大，从乡村移居到广州的老人,往往难以适应城市生

活方式。再次是生活质量降低，相对于小城市及农村地区，广州物价较高，虽然部分移居老年人能领取退休金，但金额较少。

　　改善移居老人生活质量的广州经验

　　为有效改善移居老人的生活境遇，提升移居老人在广州的生活质量，广州市近些年来出台多项助老政策，构建适用于异地老

人的养老服务体系，主要做法有：

　　（一）破除户籍制度壁垒，放宽户籍准入标准。广州市提出柔性、以人为本的户籍迁入政策，逐步调整家庭团聚类人员迁入

标准。另外，广州还推出“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为在广州地区工作、创业的非本市户籍优秀人才颁发“人才绿卡”，为其父

母、配偶父母颁发副卡，持卡人在签注、购房、购车等方面享受与户籍人口同等待遇。

　　（二）实施最低生活保障，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为保障移居老人平等地享有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广州市政府将

非广州市户籍但与广州市居民共同生活居住、且未在其户籍所在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老人，纳入广州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同时，还为辖区内居住半年以上的65岁非户籍居民建立健康档案，每年免费提供体格检查、健康指导等公共卫生服务。

　　（三）实施老年优待条件均等化，增加福利辐射面。2021年5月广州推出新版老年优待方案，明确年满60周岁以上、持有广州

市有效居住证件的常住外埠老年人可申请“广州市老人优待卡”，在政务服务、卫生保健、文体休闲、交通出行、公共商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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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等方面享受与户籍老人同等优待。新办法的施行，消除了广州移居老人的出行顾虑，扩大了移居老人的活动空间和内容，拓展

了移居老人的社交范围和融入路径。

　　（四）推行普惠型商业补充保险，提升常住居民就医保障。2020年12月广州推出的“穗岁康”商业补充健康保险，打破了商

业保险对参保者既往患病史、年龄、户籍的限制，为移居老人提供了十分必要的就医保障。广州户籍和非户籍移居老人均可按照

相应模式自愿参保，参保费每人每年180元，购买时移居老人既可开通个人账户自行购买，也可由子女代缴。子女代缴时可使用医

保卡缴费，此种做法不仅提高了个人账户资金的使用效应，还实现了家庭成员健康保障全覆盖。

　　进一步完善广州移居老人养老服务模式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完善“一老一小”家庭代际支持体系。根据相关数据和笔者的实地调研，援助子女型移居老人约占广州移居老人

的70%以上，是移居老人中占比最大的群体。当老人随迁至子女家中后，其子女的家庭结构从核心家庭拓展为主干家庭，家中“上

有老、下有小”，需要社会予以必要、及时的家庭支持。对此，广州应结合人口发展形势变化、新的家庭结构特征和家庭需求，

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制定适用于广州的家庭代际支持政策，围绕“家庭友好”“生育友好”“老年友好”“儿童友好”等社会

建设目标，积极构建多元共担式家庭代际支持体系，完善家庭代际支持政策，在增强家庭抚幼养老能力的同时，分担家庭养老育

幼负担，缓解移居老人的生活压力。

　　（二）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广州应继续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要求，继续突破户籍壁

垒，妥善协调户口登记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分合机制，逐渐消除制度供给不均。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具体保障范围，扩大基

本公共服务覆盖面，更好为移居老人提供就医、居家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持续做好生活困难移居老人救助，增强移居老人的幸

福感、获得感。

　　（三）促进移居老人社会融入。积极发挥网络、媒体、社会公益团体的力量，增加电视媒体、社交网络宣传报道力度，增进

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敬老文化活动，为移居老人融入广州环境建立良好的社会基础、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社区或者群团组织可以采取适当的工作方法，促进移居老人家庭内部支持性力量的形成、削减

破坏性力量，引领家庭成员关心、关怀移居老人，鼓励老人多走出家门，参加社区活动，增进移居老人身心健康，提升移居老人

的家庭幸福指数。同时，也要鼓励支持移居老人加强自我学习和自身建设。一方面发挥主观能力性，提高自我社会融入意愿，主

动积极融入社区生活，扩大交往圈子，培养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树立积极学习心态，主动学习公交搭乘、电子支付

等现代生活技能，主动学习适合老年生活的休闲、文化艺术技能，提高生活质量，充实业余生活，做到老有作为、老有所乐。

　　（四）建立相亲相爱家庭关系。保障移居老人生活老有所安，不仅需要社会的帮扶支持，更需要家人的关爱和温暖，需要温

馨和睦的家庭氛围以及孝亲敬老的代际关系。在此方面，近几年来，广州市文明办、市委宣传部深入开展“弘扬广州好家风”系

列主题活动，通过举办好家风故事大赛、好家风主题短视频征选、创作好家风主题曲、组织好家风演讲比赛、打造广州好家风工

作品牌等形式，着力宣传孝文化精神，呼唤子女关心、关爱老人，获得了广泛好评。在既往工作的基础上，广州应继续深入广泛

宣传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增强家庭成员敬老、尊老、爱老意识和家庭孝亲观念。比如，在每年“敬老月”期间，开展形式多样

的“孝老爱亲向上向善”文体活动，并通过走进老年人家庭、社区、老年大学、养老机构等方式，倾听移居老人心声，关心老人

生活，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让移居老人放心养老、安心养老、舒心养老。（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  廖子宜）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1561719C19C849A1E053022819AC8B81
http://www.gdapd.org/index.php/home/article/index/id/42.html
http://beian.miit.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