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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启动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试点 将在全国选取
1600个社区、320个行政村实施

新华社北京 7月 4日电（记者 屈 婷

鲍晓菁 ）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49 亿人，这一庞大群体的心理健康状
况到底如何？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获悉，今明两年在全国实施的老年人
心理关爱项目试点将深入“摸底”老年
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基层及时识别
老年常见心理问题的能力。

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

说， 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覆盖全国每个
省份，选取了 1600个城市社区和 320个
农村行政村作为试点。 项目内容包括开

展国家和省级的两级培训、 老年人心理
健康评估、必要的干预和转诊推荐等。

记者了解到，上述各项目点将对常
住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以集中或入户
的形式开展心理健康评估，了解老年人
常见心理问题。评估时将充分尊重老年
人个人意愿。 其中，对评估结果显示轻
度焦虑、抑郁的，可实施心理干预，并定
期随访；对评估结果显示疑似存在早期
老年痴呆症、中度及以上心理行为问题
和精神障碍的，建议其就医检查。

专家指出，我国老龄化进程与城镇

化、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流动老
人和留守老人规模不断增加，使得老年
人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面对
生活、 身体状况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如
患上慢病，伴侣或老友去世等，很容易
滋生心理问题，却往往不知道、或不愿
意寻求帮助。

王海东坦言，当前我国老年人心理
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经过调查，国家卫
健委决定实施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一
是要深入“摸底”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
的状况和需求；二是希望把基层工作人

员培训起来，能够识别老年人早期的心
理问题，进行必要的干预和处理；三是
希望通过宣传教育增强老年人心理健

康意识，为引导社会组织加入老年心理
健康服务搭建平台。

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医学科主

任张许来建议，老人要理智看待、积极适
应身体和环境的变化，多发展个人爱好，
年轻老人可尝试回归社会， 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 此外，社会应丰富老年人公
共服务供给，鼓励亲情陪伴，多管齐下，
方可实现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目标。

志愿服务：精神价值与创新实践
臧乃康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

重要标志。 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更多
地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这不仅体现在个
人需求层面，更多地表现为对社会所承
担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上。志愿服务精神
是新形势下时代精神的集中凝聚，志愿
服务活动是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创建的

有效途径。 大力普及志愿理念、弘扬志
愿精神，积极为人们关爱他人、奉献社
会搭建平台,吸引和感召更多的人加入
志愿服务行列，对于大力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公民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

人类文明和民族精神的时代凝结

志愿精神是基于人类的道德和良

知， 以自愿和不图物质报酬的方式，为
他人和社会提供服务的一种奉献精神。
体现这种精神的志愿者行动成为人类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从
事志愿服务的千百万志愿者为人类和

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对志愿

精神本质曾作如下阐述：“志愿精神的
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
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从这个意义
上说，志愿精神是联合国精神的最终体
现。 ”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核心
的志愿服务精神超越了地域、民族和文
化界限，为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
种文化所广泛认同，体现了人类对美好
生活的共同向往和追求，是人类精神文
明的结晶。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与中华民族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传
统美德具有一致性。 中国传统文化儒、
墨、道、佛思想中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家国融通、 善济天下的仁爱伦理等，蕴
涵着丰富的志愿理念。当代志愿精神是
传统美德、人类文明和时代精神的有机
结合。 它既是对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助
人为乐等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光大，也是
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新时期的体现和

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载体

志愿服务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

程度，其精神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是完全契合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志愿服

务精神，并积极促进这种精神的培育与
发扬， 将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服
务的队伍中来， 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
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促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的构建。
“团结互助” 是志愿行为发生的立

足点，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本质要求。 因此，志愿服务是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载体。之所以
这么说，是因为其独有的实践性和大众
性特质。

志愿服务搭建了道德实践社会化

的平台。它把个体的为善愿望变成群体
的为善行为， 显示出群体服务的优越
性，发挥出组织的优势。一方面，这种活
动平台， 畅通了为人民服务的途径，在
为善群体和需要服务的群体之间架起

了一座爱心传递的桥梁。 另一方面，也
把自发的为善行为上升为自觉的为善

行为。 正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
帮助”，使社会大众“逐渐习惯于遵守多
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
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
共生活规则”（列宁语）。

志愿服务夯实了核心价值大众化

的基石。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
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
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
主义。 ”（列宁语）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没有最大限度的群众参与，核心价值体
系就难为最广大群众所掌握、 所接受。
志愿服务以其公共性、公众性、公益性
属性，充分激发社会大众道德实践参与
热情，使人们在平凡工作和生活中获得
对于“崇高”的感悟和体验。

志愿服务体现了社会民主平等和

谐的协作本质。 志愿服务作为善的精
神，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善行不论事
大事小。 “凡人善举”深得百姓喜爱，可
敬、可亲、可学，也正因此才使爱心活动
在广大群众中充满感召力，使道德追求
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

区域软实力和文化凝聚力的实际

呈现

区域软实力和文化凝聚力是指在

区域竞争中 ，通过文化 、公共服务 、人
力素质、区域环境、社会和谐等非物质
要素的建设， 不断增强区域政府公信
力 、社会感召力 、特色文化的凝聚力 、

人才资源的创造力。 志愿服务及其蕴
含的精神价值， 是区域软实力的重要
内涵， 有助于提升区域文化的内在凝
聚力。

志愿服务呈现了区域的综合竞争

力。 区域软实力的要义在于强调人的
精神力量、 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当前
乃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区
域核心竞争力包括技术核心竞争力 、
产品核心竞争力和人力资本核心竞争

力，这些都与人的素质、人与发展密切
相关。

志愿服务呈现了区域的政府服务

力。政府制度及其创造的发展环境是软
实力的重要因素。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供应公共产品。 志
愿服务也是政府服务力的延伸和拓

展。 由于志愿服务领域宽、渠道广，能
广泛动员和吸纳社会资源， 为政府分
忧，为百姓解难，因此在诸多领域和事
件中， 志愿服务能够有效弥补政府服
务和市场服务的不足， 发挥出巨大作
用和功效。

志愿服务呈现了区域的文化凝聚

力。一个区域要把社会资源和力量凝练
起来， 都必须有与之匹配的区域精神、
区域文化。 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区域发
展的内生动力。志愿服务简化了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能够把服务他人、服务社
会与实现个人价值有机结合起来，使志
愿者在做好事、献爱心过程中找到自己
在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的契合点，
达到价值最大化。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
务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凝聚力。

社会管理和社会和谐的有力支撑

志愿服务形式多种多样、方式灵活
便捷，适应了目前我国社会结构、社会
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的新特点，满足了不同层次人们关爱他
人、服务社会、展示特长的愿望。志愿服
务的创新实践，为社会管理和社会和谐
提供了有力支撑。

志愿服务推进了社会管理的新进

程。 当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

困难群体或特殊群体需要社会提供多

方面的生活保障和发展保障，志愿服务
行动就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

充。 志愿服务行动一直把困难群体作
为主要服务对象， 在社区和乡村广泛
开展扶贫帮困、助老助残等服务活动，
在消除贫困、 促进就业、 改善教育状
况、 提供医疗服务和实施法律援助等
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促进了社会公
平和正义的实现。

志愿服务创造了社会结构的新因

素。在志愿服务行动中形成的大量社会
团体正在成为社会组织发育的新形式，
正是这些众多的专业服务组织和民间

互助团体，以横向分布和联系的网络结
构，把社会上、社区内分散的个人汇聚
起来， 形成了一种新型社会化自我服
务、自我管理组织结构和机制，它是社
会建设的重要领域。

志愿服务增添了社会和谐的新动

力。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对社会
诸要素的关系加以合理有序的规范和

协调。 志愿者作为社会文明的行动者，
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志愿者积
极参与社会救助及发展性工作，协助解
决并预防社会问题的发生， 发挥促进
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功能。 并且，由
于志愿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便于反
映各社区、各阶层诉求，促进社会服务
的改善。 志愿者提供的各种扶贫帮困、
社会救助 、青少年教育 、群众文化 、科
学普及、医疗卫生等服务，覆盖社区服
务和社区管理各个方面。 南通市崇川
区志愿者协会 ，下设法律 、社区矫正 、
文学艺术、教育、医疗卫生、职工维权、
环保等 16 个志愿服务总队及各街道
志愿者协会分会。 协会志愿者不仅提
供规范、专业的志愿服务，而且成为社
会管理创新的生力军， 其志愿服务项
目常常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领

域。自然灾害、重大事故、公共卫生、社
会治安、矛盾调解、社会困难群体的帮
扶等领域的志愿服务都是社会管理创

新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