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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控制人口、促进社会发展起到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该政策增大了一些家庭的生活风险，因独生子女死亡而产生的失独老

人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本研究对失独老人群体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大多数失独

老人存在经济状况恶化、精神普遍抑郁、健康状况下降、人际交往敏感封闭等困境，在生活救

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以及精神慰藉等方面存在着强烈的需求。 目前，国家的扶助政策较为

滞后，存在扶助标准低、覆盖面窄、扶助形式单一等诸多问题。 为了满足失独老人的基本生活

需求，必须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来设计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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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

行计划生育政策，经过 ４０ 多年的发展，我国人口

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但同时独生子女家庭的

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 有学者推断，８％～９％独生

子女会在 ５５ 岁以前因患疾病或非正常原因而死

亡［１］。 据《２０１０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推算，我国

每年新增 ７．６ 万个失独家庭，全国失去独生子女

的家庭已经超过百万个。 对一个家庭来说，独生

子女死亡不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沉重的伤痛，
还意味着家庭结构中最重要的支持形式———亲子

支持的断裂，而这种支持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替

代性。 在缺乏亲子支持和情感慰藉的情况下，失
独老人的生活状况如何？ 目前，针对失独老人的

社会福利政策能否解决他们的生活需求？ 从政府

角度来看，应如何制定和出台相关的社会福利政

策来给予失独老人支持？ 本研究就是针对这些问

题而展开讨论的。

一、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本文的核心概念是失独老人。 目前，官方统

计时采用的定义是独生子女死亡且母亲年满 ４９
岁的家庭即为失独家庭。 学术界较少关注这一群

体的生活状况，因而对失独老人这个概念也没有

明确的界定。 本文认为，失独老人指的是失去独

生子女的老年人（参照我国以退休年龄标准），准
确地说，就是失去独生子女且未再生育子女的老

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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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因为失独老人这一群体居住的分散性、信息

的隐蔽性以及心理的敏感性，研究主要采用“滚
雪球”方法寻找访谈对象，最先通过南京鼓楼区

失独老人组织接触到部分失独老人，继而依靠他

们提供线索接触到合格的调查对象，研究共对 １２
名失独老人以半结构式方式进行深入访谈，并做

出比较详细的访谈记录。
在此基础上，对访谈资料进行分类编码。 首

先使用分类法，将收集到的访谈记录按照研究需

要进行归类，初步建立研究体系；然后对个案进行

编码分析。 具体方法如下：
Ａ．编码标准。 ａ． 个案的编码：用英文单词

“ＣＡＳＥ”的首字母“Ｃ”和个案排列顺序的序数来

表示访谈个案，如个案 １ 为“Ｃ１”。 ｂ．案主的编

码：用案主姓的汉语拼音的声母作为案主的编码。
ｃ．话题的编码：每个问题分别用 Ｑ１、Ｑ２ 等表示。

Ｂ．编码方法。 第一组为个案编码，第二组为

案主的编码，第三组为话题的编码，比如“Ｃ１⁃Ｌ⁃
Ｑ１”表示：李（Ｌｉ）姓的第一个案主（Ｃ１）对问题 １
（Ｑ１）的陈述或看法。

二、失独老人的生活困境
丧失唯一的孩子代表着一种亲密关系的中

断，在这种客观事实面前，任何家庭成员的行动、
价值观、生活秩序都会受到影响。 本文主要从经

济、身体、心理、社会交往四个维度对失独老人的

生活状况进行考察，发现失独老人面临着经济紧

张、身心脆弱、家庭冲突频发、社会交往困难以及

养老保障缺乏等现实困境。
（一）经济紧张，部分老人生活困难

调查发现，失独老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

养老金与特别扶助金①。 近七成访谈对象表示

“退休后的养老金是目前生活的主要来源”。 这

与此类家庭主要成员多处于离退休状态有关（调
查对象集中于城市社区）。 失独老人在丧失唯一

的子女后，对工作缺乏积极性，提前退休现象普

遍。 另外，还有一些家庭表示“独生子女伤残死

亡家庭特别扶助金”“低保金”是生活的主要经济

来源。
访谈中了解到，大部分失独老人都自感“经

济紧张”。 究其原因，一是家庭收入本身不高。
访谈对象中，３３．３％老人的家庭月收入在 １ ５００ ～
３ ０００元，另一个主要的收入段是 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元，
占 ４１．６％，１６．７％的老人家庭月收入在１ ５００元以

下，收入来源的有限和社会生活的边缘化使得这

类家庭的收入处于较低层级。 只有极少数的家庭

月收入在 ５ ０００ 元以上，仅占了 ８．３％。
二是独生子女发生伤亡后，医疗费用较高。

访谈对象中，子女因意外事故死亡的占 ６７％，因
患病死亡的占 ２５％，其他原因占 ８％。 由于给子

女治病，不少家庭花光了所有积蓄，给本来并不富

裕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三是不少老人还承担孙子（女）的教育和抚

养义务，这对失独老人的经济能力提出了更大的

考验。
儿子走了几年了，剩下我、老伴还有一个孙

女。 她刚上初一，我以前没有工作的，没有退休工

资。 老伴一个月也就一千多块钱，孩子还要上学，
我们还要吃饭，亲戚朋友家帮一点，国家也给我们

补偿一点，日子勉强过下去，就是担心以后我们不

行了，孩子哪个来照顾？ （Ｃ６⁃Ｓ⁃Ｑ６）
四是生活成本逐渐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失独老人健康状况下降，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费

用支出明显增加。 加上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快，
导致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更大。

（二）身心脆弱，生活态度悲观消极

１．身体问题

独生子女去世，对父母辈的身体健康状况有

着很大的影响。 精神上的痛苦和对未来的忧虑，
使失独父母患病或死亡的几率增大。 调查发现，
访谈对象几乎都表示“身体状况比从前差多了”，
其中，９ 位老人表示视力在下降，３ 位老人表示腰

腿经常疼痛，另有 ２ 名老人表示出现心脑血管

疾病。
“女儿走了后，我晚上经常睡不着觉，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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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受，看着女儿的照片，我想她啊，不知道怎么过

了。 眼泪不知道淌了多少，我想过自杀，这两年头

发都愁白了，腿一到下雨天就疼得不行。 老伴整

天待在家里，根本不出门，要么就躺在床上，要么

就看看电视、听听歌，身体瘦得不得了。” （Ｃ１⁃Ｙ⁃
Ｑ２）

失独老人由于想念子女，经常会痛哭，这导致

很多老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眠、头痛的症状，视
力普遍下降。

２．心理问题

子女是家庭的希望和寄托。 独生子女的死

亡，不仅湮灭了家庭的希望，而且摧毁了他们心中

的精神支柱，因此，失独老人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精

神抑郁或恐惧心理。 访谈发现，失独老人具有相

似的心理路程，即从极度悲痛———后悔自责———
封闭自我———绝望恐惧。

“那天他出门前还好好的，打电话说出去办

事，天气不好，他妈妈还让他别去了，车子不好开，
谁知道撞在了大桥石桩上……都怪我们，没再拦

着他，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啊。 他妈在出事后就

很少出门了，天天闷在家里，收拾他的房间，一看

到照片就哭，饭也不怎么吃，现在还是这个样

子。”（Ｃ２⁃Ｃ⁃Ｑ３）
“孩子走了，把我们的心也带走了，现在的我

活着就像行尸走肉，每天就这么过，我们岁数也慢

慢大了，越来越老了，也没多长时间活了，就这样

吧，希望死了后能跟孩子团聚。”（Ｃ７⁃Ｚ⁃Ｑ３）
“女儿走了后，我晚上经常睡不着觉，太难受

了，我想过自杀。” （Ｃ１⁃Ｙ⁃Ｑ２）
“我们现在还不算太老，走得动，以后老了病

了怎么办？ 谁来管我们？” （Ｃ２⁃Ｃ⁃Ｑ２）
对失独老人而言，独生子女特别是大龄子女

的死亡，导致家庭直接进入了“真空期”，生活没

有欢笑，情感没有寄托，老年没有依靠，生命的存

在感和意义感逐渐丧失，生活态度变得悲观和消

极。 少数老人还将自身的生活不幸与计划生育政

策联系在一起，产生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进而产

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十分不稳定。
（三）家庭关系恶化，家庭矛盾频发

１．夫妻冲突

子女是夫妻关系维系的重要纽带，对家庭父

母辈的婚姻有一定的维持作用。 独生子女死亡事

件的发生，使得独生子女家庭完整的三角形结构

缺损甚至瓦解。 由于支点的缺失或是缺损，夫妻

关系破裂的隐性风险也相应增加。 因为独生子女

离世，而引发家庭压力，当家庭的能力无法满足家

庭的需求时，往往就会引起家庭成员的关系恶化。
孩子走后的第二年，我和他爸爸就离婚了，两

个人在一起实在过不下去了。 那会儿他还在上

班，每天不回家，可能怕家里的氛围吧。 我整天在

家里闷着，整理儿子的东西，也不做饭，也不收拾，
家也没有个家的样子。 两人见了面就更想孩子

了。 太痛了，我不想这样下去，而且他还有再要孩

子的可能。 他家里人让我去做试管婴儿，我去医

院看了，都是年轻人在那里，我快 ６０ 的人了，根本

开不了口。 我老婆婆（公婆）后来赖在家里，他们

要把我赶出家，说这个家没有我的份。 我简直痛

不欲生，后来告到法院，法官做了公正的判决，离

婚了，我分到了一半的房子钱，我家以前住在浦口

的，现在我在奥体那边买了房子，一个人住，与那

边断绝来往了。 （Ｃ８⁃Ｈ⁃Ｑ７）
在访谈中了解到，虽然有很多夫妻面对子女

离世的事件能相互支持，共渡难关，但仍然有一些

家庭在面对子女去世的事件时，因为相互埋怨，相
互争吵，乃至感情淡化，甚至最终离婚。

２．与子女配偶的冲突

虽然失去独生子女，但孙辈是失独老人血脉

的延续。 对失独老人而言，探望孙子女或外孙子

女，不仅是实现了血缘认同和亲情关爱，也承载着

他们生活的希望和信念。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
存在着“隔代探望权”缺乏法律依据的尴尬。 由

于财产继承上的争议、子女配偶新家庭的建立等

原因，子女配偶一方往往拒绝让老人探望孙子女，
给老人脆弱的心理上又增加了一道新的伤口。

我和老伴都是南京本地人，女婿是外地农村

的，和我女儿结婚后，我们卖了两套小房子给他们

买了一套 １００ 多平方米的房子。 女儿让我们把女

婿的名字也加上了，那会想着就这么一个女儿，女
婿算半个儿子，我们的以后还不都是他们的嘛。
我自己还有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后来是女儿女婿

住的。 我有一个外孙子的，女儿走了后，女婿又重

新找了一个人，他们都住在小房子里。 女婿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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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大房子给他们，我们不同意，想以后等孙子大

了直接留给孙子，他就不让我们见孙子了。 我孙

子现在上初中，四年级之前一直都是我带大的，他
的老师也都认识我。 我和老伴只能在他放学路上

偷偷看他，我想不通女婿为什么要这样做，孙子是

我的命根啊，我的东西以后不还是他们的嘛。
（Ｃ１⁃Ｙ⁃Ｑ７）

（四）社会交往陷入困境

１．社交范围变窄

在孩子去世后，失独老人大多选择自闭或是

脱离社会，不会主动的回归社会，仅有的社会交往

一般也只局限于自家的兄弟姐妹，远一点的亲戚

也很少接触，孩子去世或是死亡后他们与朋友中

断联系，与同事的关系也逐渐疏远，社会交往圈呈

现向内收缩的趋势。
孩子走了后，就剩我跟老伴相依为命了，我们

自己管自己，实在不行，可以找兄弟姐妹、侄子他

们帮忙，再远的亲戚现在联系不多了，以前的朋友

也不太想联系了，总觉得不想麻烦别人，过一天是

一天吧…… （Ｃ３⁃Ｚ⁃Ｑ４）
２．人际交往敏感

失独老人大都比较敏感，只要出现稍微涉及

子女的话题，就会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甚至朋友、
邻居一句礼貌性的问候“最近还好吧”，都会再次

揭开他们的伤疤。 此外，他们还十分自卑，害怕别

人发现自己孩子去世，说自己“没子女”，用异样

的眼光看自己。 有些人为了躲避“知情者”，而选

择多次搬家，离开熟悉的社区和环境。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孩子没了，我和我先生

平时都不怎么出门的。 人家跟我们这些可怜人不

一样，看到人家跟孩子一起快乐，我心里太难受

了，无法受得了。 还有一些人知道了会在背后对

我们指指点点，我们生怕人家知道，已经搬了三次

家了……（Ｃ４⁃Ｌ⁃Ｑ４）
３．抱团疗伤

抱团取暖现象在失独群体中较为明显。 老人

们在失去独生子女后，通过网络、报纸和朋友介绍

等途径寻找“同命人”，与这些“同命人”建立联

系，相互倾诉和聆听。 在他们看来，只有“和自己

一样的人”才能了解自己的痛苦，理解彼此的感

受，不存在歧视现象。

我自己身体不好，家住得也比较远，来这里要

换两次公交车，但每个星期六都愿意过来参加

（失独老人组织）活动，就想跟大家聊聊天，听大

家说说话。 在家整天闷着太难受了，我孩子没了

１０ 年了。 我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组织的，就
自己找过来了，这里挺好的，大家都一样的，能互

相理解。 （Ｃ５⁃Ｗ⁃Ｑ５）
他们都来找我，有时候跟我发“私聊”，因为

我自己也是“失独”，我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愿

意跟我讲，其他人没得办法了解我们真正的痛的。
我自己慢慢走出来一点啦，想尽自己的一点心意

帮助他们，让他们好受一点。 （Ｃ６⁃Ｙ⁃Ｑ５）
（五）养老缺乏有效保障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失独老人的注

意力从丧子或丧女的事件中转移到自己未来的生

活上。 在访谈过程中，八成以上的老人流露出对目

前或是未来生活的担忧，担心自己越来越老、身体

状况及自理能力越来越差，独居生活越来越困难，
因此，养老保障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到老的时候，等我们真

的老了，想去养老院人家也不收的，没有子女给你

签字啊，出了事人家也怕担责任；还有去医院看病

做手术，人家也要让你子女签字。 我们已经很痛

苦了，他们每提一次就是在揭我们的伤疤啊。 我

们的孩子没了啊，遇到大病了怎么办？ 谁来照顾

我们呢？ （Ｃ９⁃Ｄ⁃Ｑ６）
失独老人对养老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目前

我国老年福利服务体系还不完善，社会养老机构

的服务品质也不尽如人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精

神需求。 此外，根据现有的制度规定，到医院看

病、做手术或是入住养老院，必须直系亲属签字，
这对于失独老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难题。

三、失独老人社会福利政策存在的

问题
“福利”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且拥有多重含义

的概念。 社会福利既可以指社会福利状态，也可

以指社会福利制度。 作为一种制度或政策，社会

福利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社会福利是

指国家和社会为改善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而

依法向国民提供的各种津贴补助，公共设施和社

会服务。 狭义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为社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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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群体提供的福利性收入和服务保障。［２］ 本文将

失独老人社会福利政策界定为政府通过多种形式

和途径，为失独老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服

务的各种制度安排。
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江苏省较早地关注和

解决失独老人的生活问题。 根据《江苏省人口计

生委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独生子女伤

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苏人口

计生委【２００７】１１０ 号）规定，对女方年满 ４９ 周岁

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 １００
元的特别扶助金。 ２０１１ 年将标准提高到每人每

月不低于 １５０ 元。 ２０１３ 年再次将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月不低于 ５００ 元。 江苏省还将独生子女死亡

的贫困家庭纳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其保障标准

在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础上增加

１０％～２０％。① 此外，各地在实践过程中还出台了

新的措施和办法。 如，南通市率先为全市独生子

女死亡且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夫妇办理了养老

保险，每对夫妇由政府出资 １８０００ 元进行投保，年
满 ６０ 周岁时每月可领取 １８０ 元的社会养老金。
苏州市积极开展“连心家园”服务。 根据失去独

生子女家庭的实际需求，依托社区、村服务中心因

地制宜建立各类以心理慰藉为主，有资金、场地保

障的“连心家园”服务载体，积极探索通过购买社

会专业服务等有效形式，开展失独群体生活关怀、
心理辅导、精神励志等活动。

尽管江苏省针对失独群体出台了不少政策和

措施，但从调查中了解到，现有的社会福利政策在

满足失独老人的生活需求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扶助标准不高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失独老人在丧失独生

子女后经济状况普遍下降，甚至出现部分老人基本

生活需要都难以保障。 与空巢老人相比，失独老人

缺乏子女资助这一关键性的外部经济资源供给，所
以当他们出现生活困难后，最直接的就是求助于政

府部门。 但目前地方政府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标准偏低，不能解决该群体的生活困难。
我们自己年纪大了，也挣不到什么钱了，说实

话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这几年，物价一直在涨，家
里柴米油盐，样样都要花钱，农村人家里还能自己

种点粮食什么的，自己能满足自己，我们住在城市

里什么都要买。 以前政府给的钱半年发一次，最

近一个季度发一次，好一点了，但钱也就那么多，
对生活帮助其实不是很大。 （Ｃ９⁃Ｄ⁃Ｑ６）

由于救助标准偏低，失独老人普遍认为政府

应该建立扶助金和物价水平的联动机制，保证扶

助金的发放标准能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化而进行相

应调整。
（二）生活照料不足

目前，针对失独家庭的扶助政策主要以经济

补偿方式为主，其他社会服务较少涉及，尚未形成

长效的保障机制，随意性和变动性较大。 在失独

老人群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怕死，我
们怕老、怕病”。 对于未来，大部分失独老人是没

有安全感的，内心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老伴身体不好，经常要去医院，有时候还要

住院。 我有段时间天天家里和医院两头跑，做饭、
送饭、签字。 看着人家孩子在旁边陪着父母，我就

想到自己的孩子，要是他在肯定也会帮我。 以后要

是一个不在了，生病了还有谁来照顾？ 还有谁来签

字呢？ 医院可能连看病也不给看了。 现在医院看

病比以前复杂多了，看哪个病？ 去哪个诊室？ 要挂

哪个号？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有些根本就不懂，有时

候要找哪个医生看病都不晓得。 （Ｃ１０⁃Ｙ⁃Ｑ６）
在养老方面，除了经济压力之外，失独老人最

担心的是生活照料问题。 目前夫妻双全的失独家

庭还可以相依为命，互相照料，但倘若一方失能或

离世，剩下的一方将承担巨大的生活压力。 即便

他们有经济能力入住养老机构，但没有子女签字

和担保，想要入住和维权也非常困难。
（三）不重视精神需求和情感生活

现有的社会福利政策很少涉及失独老人精神

需求和情感生活，对失独老人的精神服务关注不

足。 从失独老人生存状态来看，精神抑郁、心理脆

弱是该群体的重要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精
神需求的满足对失独老人比物质需求的满足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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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提高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标准的通

知》（苏财教〔２０１３〕１ 号）。



迫切。
逢年过节，人家过节我们“过劫”，都要躲出

去的，特别是清明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三个团圆

节，太难熬了。 去年除夕，我们这些人组织在一起

包饺子，大家一起跨年，总比两个人孤单单在家好

多了。 （Ｃ１１⁃Ｑ⁃Ｑ３）
现在社会上一些人知道我们了，他们来关心

我们，我们心里感到很感激的。 一些大学生志愿

者到我家里陪我聊天，教我学会了上网；还有爱心

驿站的朋友们，每个星期大家出来聚一次，见见

面，心情也会好一点。 （Ｃ１２⁃Ｆ⁃Ｑ８）
我们之前都是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个孩子，

现在孩子走了，政府应该给我们一些慰问和关心，
哪怕只是来看看我们，我们心里也很高兴的，觉得

政府和社会没有抛弃我们。 （Ｃ１⁃Ｙ⁃Ｑ８）
对失独老人而言，由于子女去世，他们无法从

家庭系统内部获得精神慰藉，只能从家庭外部获

取精神资源和情感支持，从同类群体、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那里寻求精神慰藉。

（四）不能满足失独老人集中养老的需求

由于缺乏子女的关爱和照顾，加上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不完善，失独老人普遍倾向于“集中养

老”，而且不愿意与有子女的老人生活在同一个

养老机构，希望政府为他们提供一个专门的养老

机构，解决他们的老有所养问题。
我们这群人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老了。 人

家有儿有女的还能得到照顾，我们以后没人照顾

的。 两个人哪个先走哪个有福，剩下的连个料理

后事的都没有了；如果政府能有养老院专门接收

我们，让我们“失独”的能住在一起，平时还能一

起玩玩，聊聊天，谁身体不好了还能有个照应。
（Ｃ６⁃Ｙ⁃Ｑ８）

专门的养老机构不仅能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

赡养，最主要的是能够为这群老人提供一个封闭

的庇护场所。 失独老人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群体，
一旦进入大众化养老机构，就无法回避有关子女

的话题，无法避免其他老人子女前来探望而给他

们带来的心灵伤害。 相反，建立专门为失独老人

服务的养老机构，让这些同病相怜的孤独的人找

到属于自己的大家庭，一方面他们之间有相似的

经历，可以互相安慰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相互照

应，年轻的照顾年长的，体健的照顾体弱的，且不

需要支付任何报酬。 目前北京市民政局与“爱心

传递热线”联合建立首批“失独”老人养护基地，
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和推广。［３］

四、构建和完善失独老人的社会福利

政策体系
（一）多渠道筹集资金，为失独老人提供经济

保障

首先，要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提高扶助标准。
应进一步完善特别扶助金制度，提高扶助标准。
特别是建立扶助金和物价水平的联动机制，保证

扶助金标准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化而进行周期性调

整。 具体办法，可参考和借鉴江苏省城乡低保的

自然增长机制：城市以省辖市为单位，农村以县

（市）为单位，按当地上年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２０％至 ２５％的比例，［４］

由各地确定扶助标准，加强财政投入力度。
其次，从社会抚养费中提取专门资金，建立失

独家庭关怀基金。 据专家推测，我国每年征收的

社会抚养费高达 ２７９ 亿元。［５］ 作为对国家计生政

策做出重大贡献的群体，失独老人有权利从社会

抚养费中获得一定的支持。 政府应从庞大的社会

抚养费中提取专门资金，建立失独家庭关怀基金：
一部分用于建立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基金；一部分

用于建立失独家庭精神抚慰基金。
再次，鼓励社会各界慈善捐赠，建立失独老人

公益基金。 一方面，通过广泛宣传，引导社会成员

开展慈善捐赠，积极参与到帮助失独老人的行动

中来。 另一方面，建议政府有关部门重新修订

《有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将社会

福利彩票所募捐的部分资金用于支持人口与计划

生育公益基金，或者批准发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福

利彩票。
（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减轻失独老人的医

疗负担

逐步提高失独老人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减少

看病费用；建立失独老人医疗保险二次补偿办法，
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基础上，可以再报销一部

分医疗费用；为失独老人办理爱心卡，在看病的时

候出示，可以减免挂号费；加强失独老人的医疗救

助，在医疗护理方面提供相应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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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社区养老服务平台，为失独老人开

展养老服务

充分整合社区资源，针对不同家庭和年龄状

况的失独老人，开展生活照料和精神关爱服务。
如针对年龄较大、身体状况较差的老人家庭，日常

可由社区安排人员上门提供打扫卫生、洗衣做饭、
购物等钟点工服务；对一些失能老人，社区可提供

助诊、助浴等便利服务，同时可联络社区医疗卫生

服务站，提供上门看病以及日常护理等服务；为那

些自我封闭和抑郁的老人提供心灵疏导服务，释
放心理悲痛和压力，改善他们的心理状态。

此外，政府可在社区搭建活动平台，为失独老

人开展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活动。 如组织策划符

合失独老人需要的社区文化活动，如合唱团、扇子

队、交谊舞队，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组织失独老

人出行旅游，帮助他们在大自然中放松身心；组织

失独老人开展献爱心活动，让他们在帮助别人的

过程中认同自身价值，获得一定的自我满足感。
（四）大力发展机构照料模式，满足失独老人

的个性化养老需求

首先，放宽失独老人入住养老院的条件。 通

过成立失独老人服务中心或服务组织，为想要入

住养老院的老人提供入院担保。 同时，为接纳失

独老人的养老机构提供优惠政策，在用水、用电、
税收等方面予以减免。

其次，为失独老人建立专门的养老院，满足失

独老人集中居住的需要。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
以采取政府兴办、社会组织运营的方式，也可以引

导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兴建失独老人养老服务机

构，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财政支持。
（五）扶持失独老人建立社会组织，开展自我

服务和自我管理

调查发现，失独老人的自组织是他们最重要

的情感倾诉和交流的场所，能够有效地帮助其成

员走出悲伤。 目前政府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类组

织的作用，在活动场地、活动经费和组织管理等方

面缺乏支持。 为此，政府应积极扶持和引导失独

老人自组织的发展，以社区为平台，整合志愿者组

织和专业社工队伍等资源，为失独老人提供固定

的活动场所，帮助办理登记注册事务，并提供一定

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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