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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出台这一意见？

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
的老年群体。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超3.1亿人，约占总人
口的22%。未来，这一数据和比
例将会进一步上升。

“我们要强调一个理念：老
年人是社会的财富，不是社会的
包袱。”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
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表示，
尤其对于60岁至69岁的低龄老
年人来说，他们拥有相对健康的
体魄，多受过良好教育，积累了
丰富且宝贵的人生经验、知识技
能、资源力量。

支持有意愿的老年人在人
生旅程中持续发光发热，完善相
关政策体系、加强体制机制保
障、提升其社会参与能力，是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支持老年人
实现自我价值、更好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何推动老年人社会参与？

推进老年志愿服务常态长
效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是老年人社
会参与的重要方式之一。

作为以老年人为主体的志
愿服务活动，“银龄行动”开展以
来，全国参与其中的老年志愿者

累计超700万人次，开展援助项
目4000多个，受益群众4亿多人
次。广大老年志愿者为助力乡
村振兴、科教兴国、健康中国等
贡献着积极力量。

意见明确，要丰富老年志愿
服务内容、创新志愿服务模式、
完善志愿服务保障；要做好老年
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的注册
认证、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出具
等工作，完善老年志愿者适用的
保险产品和服务等。

提升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
质量——

“爷爷不会操作网络电视”
“奶奶想去老年大学但没有名
额”“老两口想去外地旅游但因

‘超龄’被旅行社拒绝”……针对
公众关心的这些问题，意见都作
了明确部署。

加强国家老年大学建设，鼓
励行业企业、相关社会组织和个
人设立老年教育发展基金；鼓
励和支持相关经营性文化娱乐
场所增加面向老年人的优惠时
段；鼓励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或
优惠的有线电视收视服务，持
续推进电视操作复杂治理工
作；提升旅游服务设施适老化
水平，落实以健康状况取代年
龄约束的要求……

未来，随着系列举措落地见
效，老年人教育和文体服务等供

给将更加高效、参与社会活动质
量有望进一步提高。

拓展老年消费场景，优化消
费环境——

近年来，老年人多元化、差
异化、个性化需求愈加旺盛，“银
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
阔。

意见从老年人社会参与需
求出发，着力拓展老年消费场
景，优化消费环境。

比如，针对老年人教育、文
化、体育等领域，支持经营主体
丰富相关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
提升公共场所、公共交通设施和
服务设施的无障碍适老化水平。

再比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发展普惠性老年教育，鼓励开发
旅居养老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
旅游产品；发挥老年人体育赛事
活动综合效益……

一系列政策举措，既满足了
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又营造了
方便老年人消费的良好环境，
助力老年人“愿意消费”“放心
消费”。

“在老龄化加速的时代，越
是有困难，越要寻求机会。”原新
说，意见的出台有助于让积极老
龄观成为全社会共识，让老年人
力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利用，让老
年人作用发挥更加充分。

据新华社电

19部门首次联合发文 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更要老有所为
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更要老有所为。

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支持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更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近

日，民政部等19部门首次联合印发《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 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

意见全文共4个方面10余条政策措施，明确了到2029年和2035年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阶段性目标，并提出一

系列政策举措。

【要点】
支持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

《指导意见》重点聚焦4个
方面的具体举措：

一是提升老年人政治参与
水平。

强化老年人政治引领，面向
老年人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基层
宣传宣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宣传解
读，保障老年人知情权、参与权
等合法权利。

二是推进老年志愿服务常
态长效开展。

加强老年志愿服务动员、丰
富志愿服务内容、创新志愿服务
模式、完善志愿服务保障，做优
做强“银龄行动”等老年志愿服
务品牌。

三是提升老年人参与社会
活动质量。

创新发展老年教育，扩大老
年教育覆盖面，加强学习资源供
给。丰富老年人文化服务供给，
扩大适老文化产品创作，推动老
年旅游发展。加强老年人体育
健身工作，推动老年人体育健身
活动提质增效。

四是强化老年人社会参与
保障。

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
个性化就业岗位，加强老年人劳
动就业服务和保障。优化老年
人社会参与支持环境，扩大场地
资源供给，提升老年人家庭发展
能力。引导涉老社会组织参与
老龄事业发展，加强基层老年人
组织建设。

《指导意见》明确，到2029
年，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政策
法律环境初步建成，阻碍老年人
继续发挥作用的不合理规定清理
完成，“银龄行动”等老年人志愿
服务长效机制基本形成，老年人
教育、文化、体育服务供给更加高
效，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力逐步提
升。到2035年，老年人社会参与
服务体系更加健全，适合老年人
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更加
丰富，积极老龄观成为全社会共
识，老年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开发
利用，老年人作用发挥更加充分。

【解读】

近日，山东省代表队参加全国老年人健身秧歌比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