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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依 
——关爱“失独”老人志愿服务 

赵婧含  王明 

（海南省三亚市  三亚学院  572022） 

摘要：目前，中国对“失独”老年人的志愿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总结了丧“失独”立性老年人常见的心理问题，阐述了

志愿服务对促进丧“失独”立性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意义，认为志愿者应提高自身素质，根据“失独”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提供服务；

政府和社会应积极鼓励和支持为“失独”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研究人员应努力为“失独”老年人寻找合适的志愿服务方式；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促进志愿者更好地为“失独”老年人服务，从而促进“失独”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课题项目：老有所依——关爱

“失独”老人志愿服务 项目编号：2020138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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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今，“失独”老人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群体。因为长期患病或

交通事故，他们失去了独生子女，没有了情感与精神依托，并经历

着难以想象的折磨。作为中国计生体制下的"受害者"，“失独”的老

人正在慢慢走进公众视线，有关“失独”老人的真实新闻或情感节

目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上。寂寞、无奈、悲哀和绝望不仅是失

去老人独立群体的生活写照，同时也是他们的代名词。他们大都出

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他们积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形成了最基本的三口之家。由于独生子女的存在，这种简单的家庭

结构有一定的风险。一旦独生子女在事故中死亡，家庭将受到严重

破坏，甚至变得支离破碎，这将演变成所谓的“失独”家庭，“失

独”家庭中的父母变成了“失独”老人。 

1 “失独”老人的界定 

“失独”老年人是指因独生子女死亡、自身疾病、交通事故、

犯罪、自杀和自然灾害导致残疾而失去子女的特殊群体。由于年龄

限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或不愿再次生育和收养子女。随着“失

独”人口的越来越多，近年来，“失独”老人也获得了社区和当地

政府等相关部门的一定关怀与支持，物质方面已经基本满足。 

2 志愿服务对“失独”老人的意义 

近年来，面对“失独”老年人，由政府、社区和志愿者组成的

正式支持系统在各自能力范围内给予了他们一些支持和帮助；“失

独”老年人群体建立了同质组织，互帮互助，亲友在日常生活中照

顾他们，由他们组成的非正式支持系统也为不同程度“失独”老年

人提供帮助和服务。 

然而，在对“失独”老年人的支持中，由于缺乏对他们的正确

认识，他们的真实需求被忽视，导致社会支持主体提供的支持偏离

了需求的轨道，导致现实中的供需失衡。如何有效地帮助“失独”

老年人？如何真正满足他们的需求？怎样给老人提供可靠的社保?

如何给“失独”老人构建系统的社区支持系统？这些问题仍然值得

探讨。 

（一）综合多种方式减轻经济生活压力许多调查显示 

“失独”老年人面临经济紧张的问题。许多“失独”老年人收

入较低，在子女去世后不愿意工作：一些“失独”老年人为了治疗

生病的子女耗尽了积蓄，或因为年老生病而增加了经济负担。这些

原因导致了“失独”老年人的经济危机。此外，由于中国目前主要

是家庭单位养老，对于“失独”老年人，仍然缺乏专门的养老机构。

当“失独”家庭失去他们唯一的支持者时，“失独”老人很容易变

老，别无选择。这也成为“失独”求医能力的老年人的一个主要问

题。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失独”老年人对日常生活护理的需

求也越来越大。”鉴于上述经济生活的压力，“失独”老年人的心理

更容易失衡。 

志愿组织可以通过整合多种资源来帮助“失独”老年人，例如，

组织企业和个人捐款捐物：与医疗机构合作，为“失独”老年人提

供免费诊疗服务；配合民政部门安排“失独”老年人留在养老机构

等，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 

（二）陪伴和倾听有助于发泄不良情绪 

对于“失独”老年人来说，及时进行陪伴是必不可少的，它不

仅可以帮助那些在嘉瑙时期“失独”老人。它还可以防止及时“失

独”老年人的自杀行为。相关报告表明，陪伴是“失独”老年人心

理救援的主要方式。此外，许多“失独”老年人不愿意与他人交流。

孩子死亡这个话题的长期封闭了他们的心理。同时，有关报告指出，

谈话使人们内心更平静，行动更容易。有关研究还证实，只要倾诉

者清楚地表达自己内心的困惑，他的心理状况就可以得到改善。因

此，志愿者的陪伴可以让“失独”的老人感到担忧，有些人在遇到

困难时可以寻求帮助。 

（三）搭建社会平台，促进社会融合 

一方面，“失独”老年人感到无尽的孤独和焦虑，另一方面，

他们敏感、自闭，长期逃避与外界的沟通和自我封闭，进一步加剧

了他们的心理问题。因此，“失独”老年人需要通过正常的社会交

往来释放不良情绪，走出心理阴影，重新融入社会。研究表明，社

交和娱乐活动有利于“失独”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比如，志愿组织可以搭建多种社交平台，如设立社区读书、文

体活动、健身器材、沙盘游戏、电脑培训等多功能室：与“失独”

老人共度节日和生日；为“失独”老年人组织免费旅行，让“失独”

老年人能够相互交流、相互鼓励，加强与社会的沟通，同时感受到

社会大家庭的关爱，重获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四）重新探索生命的意义，改善不良认知 

“失独”老人把孩子视为生命的全部，他们认为失去孩子等于

失去了生活的意义，甚至渴望生命早日结束这种错误的认识是“失

独”老人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志愿者团体通过慈善募捐和志愿者

活动等一系列活动，可以访问失去孩子的父母，让“失独”老人投

身公益事业，丰富精神世界，找回生活的自信，重新感受生活的意

义。 

4 提高“失独”老人志愿服务的有效策略 

“失独”老年人的数量正在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增加，并逐渐形

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失去了独生子，面临未来生活问题、经济

问题、养老金、医疗问题，甚至心理和精神问题。他们关闭自己，

退出正常的社交网络，并逐渐被边缘化。“失独”老人的安全感需

要、生理需求、社会幸福感，以及对爱的需要—尚未获得满足。 

（一）志愿者素质有待整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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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志愿团队在志愿者的招聘、培养、评估、奖惩以及监管

方面存在内部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失联家庭

养老救助体系，对志愿者缺乏科学的培训和有效的管理。在美国，

一些志愿者终生从事志愿服务，而在中国，志愿者主要来自年轻人，

失业学生大多从事一些临时性的活动。“失独”老人是一个极其特

殊的群体。如果志愿者素质和专业水平不一，会对“失独”老人造

成二次伤害。因此，提高志愿者的素质，培养一批具有较强服务能

力和心理咨询技能的专业志愿者显得尤为重要。 

（二）完善相关条例法规，建立“失独”家庭相关养老救助体

系 

近年来，由于社会各界对丧亲家庭问题的关注度愈来愈高，虽

然我国政府也制定了若干对丧亲家庭问题的救济政策，但还没有形

成起健全的、全国性的、指导性的丧亲家庭赡养保护纲领式法规体

系。这就使得部分地区因为没有政府和立法的保障，而“失独”父

母遭遇不平等待遇。为此，我们建议国家尽早出台一个关于丧“失

独”立性父母的专门赡养保障法，该法有特殊性和具体性，并确定

了对丧“失独”立性父母赡养保障法的范围、具体执法机构以及不

同保护内容等。在经济政策方面，中央政府必须逐步健全经济补助

政策。同时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要针对各地方的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收入状况等因素，进一步提高社会救济水准，并健全动态

调整制度。尽快建设独立家庭养老专项基金，扩大社区组织服务项

目购买，保证服务项目供应的可靠性。  

发挥政策引导功能，制定相应帮扶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失独”

家庭心理帮扶制度。提倡和引导社会机构积极介入非独居家庭的精

神照顾服务与赡养机制，推动精神照顾服务的专业化与社会化，并

建立多元化投入的精神照料制度。政府部门还应当加强对相应老年

护理护士和专业心理咨询师的教育与培养投入，形成专门的老年人

精神看护与养护服务团队，并加强管理监督，以保持业务的持续性

与专业化。 

（三）更新养老观念，充分发挥多元化养老优势 

在研究中，人们发现，很多的“失独”老人都无法脱离疼痛、

精神压抑以及对老年人未来生存的恐惧，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就是

中国"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思想。如果这个老年人没有了独生子，

就将被社会推向道德深渊。坚持这样的养老思想，将直接影响到老

人对社区养老救助制度的接受程度。这也需要人们以“失独”老人

的视角加以深刻反思，从而增强他们的自身处理能力，包括生理和

心理应对能力。 

一方面，当地政府对“失独”老人予以优惠，并在经济、就医

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给予一定帮助。同时，政府通过提高社会服务支

出，进一步改善“失独”老人的精神文化与生活品质。积极帮助“失

独”老年人改变赡养观念，积极探索"田园养老"、"住房养老"、"

旅游养老"以及"寺庙养老"等多样化的赡养模式，并充分调动社区和

市场动力，支持“失独”家庭以更广泛、更积极的心态应对未来生

存。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化了失地家园的社会关怀功能，主动

构建以地方政府部门人员为主体的互助互助公益服务网络平台，并

为政府部门人员、法律顾问等建立了公共服务平台。专门的心理与

医护服务，为没有父母的亲人带来更专门、更精准的养老咨询与服

务。同时，为构建在“失独”家属间的情感交流网络平台，社会还

主动协助为失去的独立家属构建了 QQ 群、微信群及微博平台，以

增进在“失独”家人间的情感互助。 

（四）优化志愿服务功能，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质量 

健全与社区“失独”家庭的养老服务联系机制，深入调查评估

社区“失独”家庭的养老服务需要，为“失独”家庭制订详实、有

针对性的社区养老服务方案，支持“失独”家庭形成社区支持的服

务网络，通过定期举办帮扶和慰问等活动，为“失独”家庭提供长

期、专业的养老服务。进一步提升失联家庭居家养老服务水平，进

一步健全以居家、社会、政府购买服务和市场化运营为基本的居家

养老服务管理模式。建立完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法规，逐

步明确建设规范，进一步提升区域内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

另外，还研究了成立社会综合性的非营利机构，把社区村民委员、

社区义工等社会成员资源和非营利性机构融合，让社会成员积极地

参与非营利性机构的建设、管理与运作，进一步发挥社区养老的功

能，并全面挖掘社会内部养老资源，因地制宜地为“失独”家庭进

行社会养老服务。 

引进"时光银行"社区志愿者模式，组建社会义工养老服务团队。

起源于德语的"时光银行"模式已在中国上海、广州等地引进并实施，

并逐步累积了部分社区志愿者管理经验。学习美国"时光银行"的模

式，动员社区成员作为义工，为“失独”家人提供基本生活服务，

并按照社会成员的个人状况进行从日常生活护理到心理咨询，以及

医学救助等的服务。义工们可以用已累积的服务时间交换他们未来

的健康，甚至可以用相同的服务时间交换家庭成员的健康。 

（五）加强“失独”老人心理创伤的治疗 

加强了专业社会工作对“失独”老人的悲伤指导。帮助“失独”

老人强化自杀后的社会现实;引导他们正确地表达哀伤;协助他们适

度地处理依恋感情，逐步处理悲伤。让“失独”老人以正确的方法

宣泄伤痛，以缓解疼痛，减轻精神压力。 

主流新闻媒体通过大力传播和正面引导，有效减少了传统社会

糟粕文化的负面影响，为“失独”老人塑造了真实形象，为“失独”

老人去除心灵阴霾。同时，“失独”老人也要面对社会现实，学会

调节心理状况，消除简单的社交角色冲突，合理安排日常生活，积

极发展兴趣爱好，和谐关系，多作生活改变，以调整他们的期望，

改变他们的心理状况。并学会主动接触社会，接收最新资讯，保持

社会化，培育兴趣，积极参与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充实老人的日常

生活，从而摆脱失落感和孤独感。 

比如通过网络建立迷失读者联盟。对于“失独”老年人来说，

有同样经历的人会更容易沟通和交流。目前，在各地“失独”人士

们自发地组建了很多 QQ、微信群，比如“失独之家”，“失独”家

庭，在那里他们能够打开心扉，表达感情。他们甚至经常相聚，彼

此交流，克服遇到的障碍。 

5 结论 

总的来说，“失独”老人目前遭遇的困难和形成因素众多。所

以，就需要地方政府部门和群众的共同参与，建立健全“失独”家

庭社区照料体制，为“失独”老年人提供更加满足其实际需要的多

样化志愿服务项目。也唯有如此，才能建立“失独”老人养老服务

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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