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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根据“给定材料 2”,概括 Z省社会文化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10 分）

要求：准确全面，语言简洁，不超过 100 字。

【参考解析】

1.社会文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定位有待明确。

2.文化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有待完善。

3.社会文化养老设施滞后。

4.老年文化服务内容不够丰富。

5.文化养老服务人口未全覆盖。

（二）请根据“给定材料 1”,谈谈对“文化养老”的理解。（15 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 150 字。

【参考解析】

文化养老是在充分肯定物质基础保障的前提下，在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更加注

重对老年人的精神关爱、情感慰藉和道德支持的养老方式。它以张扬个性、享受快乐、愉悦

精神为目的。这一方式既体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了当代人文关怀精神。

因此，我们要为老年人提供宽松自由的精神空间和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

（三）请结合“给定资料 5～6”撰写宣传稿，提高对老年人精神健康的重视。

(15 分)

要求：（1）内容具体、全面；（2）语言流畅，有逻辑性；（3）不超过 500 字。

【参考解析】

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快乐地生活 健康地老去

孝道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做人美德，要求子女既要满足父母的生活需要，又要让父母在

精神上愉悦和满足。对于大多数老年人而言，虽然物质条件好了，但是中国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状况整体堪忧。一是不太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二是老年人因为疾病导致情绪不好，又加

重了疾病。造成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堪忧的原因，和社会发展、传统观念都有关系。

心理健康是老年人保持良好健康状态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保障。老年人的精神关怀

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有效参与，尤其是子女和父母进行积极互动。一方面要求青年人加强责

任感，发挥敬老、爱老的主体能动性，在承担经济赡养职责的同时，更要注意尊重老年人自

己的养老意愿，不要打击甚至摧毁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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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求老年人重新建构养老观念中的时代内容，培养积极的暮年养老文化。理解

家庭角色的转变，适应社会变化的新型伦理关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丰富暮年生活的内容，

提升情感养老的来源和质量。

注重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代际沟通，相互尊重。弘扬全社会敬老爱老的道德规范和社会风

气。使老年人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心胸宽广，对生活充满信心，就是真正踏上了健康之路。

（四）假如你是某市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材料 3～4”，就目前

智慧居家养老发展现状，写一份简报，供领导参阅。（20 分）

要求：（1）紧扣资料，内容全面；（2）层次分明，有逻辑性；（3）不超过

400 字。

【参考解析】

关于智慧居家养老的发展简报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问题日益凸出。智慧居家养老随之产生，它以大数据为依托，

以全智能化的服务系统为特色，更加人性化地构建服务于老人和社区的物联网体系和信息平

台。

智慧居家养老有诸多优势。它能够对老年人实现全方位覆盖，实现居家和社区养老、医

疗服务的全覆盖，而且方便快捷，能够第一时间了解老人身体情况。同时，充分利用了社会

医疗资源。除此之外，还能对老年人健康状况持续跟踪，提供个性化养老、医疗等服务。更

为重要的是，还丰富了老人的生活。另外，居家智慧养老投入产出效益更高。

但目前来看，也有不足之处，需要改进。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制定、完善

政策，标准统一。二、加强数据汇聚集中。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三、进一步明确市场定位。

整合聚焦和深度开发，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形成集约、高效、合理的养老体系，使其成为解

决我国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

（五）参考“给定材料”，以“养老文化”为话题，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

（40 分）

要求：观点明确，认识深刻，内容充实，结构完整，逻辑清晰，语言流畅。

1000～1200 字。

【参考解析】

建设新型养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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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养老文化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古今社会崇尚的美德，尊老、养老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传

统的中国家庭是天然养老组织，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支撑家庭养老功能的是传统伦

理“孝”的价值取向。“养儿防老”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思想。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

的思想也会在社会大变革的潜移默化中发生转变，体现在怎样养老这一问题上，也会不可避

免地出现新的观念，新型养老文化的培育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时代呼唤新型养老文化。目前，中国正处在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人们的

人生观和世界观开始出现变化和调整。日益加重的老龄化同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反

映在赡养老人的问题上，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养老观念或养

老意识有所淡化，二是代际关系的变化人们开始寻求代际平等，不再对父母盲目顺从，三是

老年人的权威和地位受到削弱，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养老文化面临困境，居家养老模式发挥

的力量不断减弱。中国传统养老文化这棵大树扎根于数千年的历史土壤中，我们要做的不是

扳倒这棵大树，对传统全盘否定，而是培植新的土壤，结出新的果实，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新型养老文化是建立在传统养老文化基础上的，仍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形式，同时依托国

家、社区、家庭、个人，以现代文化为内涵的一整套观念、信仰、习惯、行为规范、组织制

度等。它是一种老少互融的新型代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代际之间可以平等的对话交流，子

女对父母不仅要尽到物质上的供养，也应讲求精神供养，父母对子女也应更多的理解和体谅。

它崇尚的是社会化的居家养老模式，社会化养老不等于机构养老，并不是说把老人送到养老

机构就算尽孝，而是破除一种父母与子女同吃同住才叫孝道的传统观念，在新型养老文化中，

子女可以将养老的生活服务委托给社会机构，给予老人更多的精神关注。新型养老文化还提

倡老人主动养老和自主养老，老年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一种自立的生活，从“被动养老”

转化为“主动养老”，培养自信、自立和自强的生活方式。自助互助精神是新时代老年文化

的魂魄所在，我们要努力建设这样的文化氛围和精神品质。

新型养老文化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建设新型养老文化是个系统工程，只有全社会

都认识到建立新型养老文化的重要性、紧迫性，才能形成敬老文明新风，构筑起一个适宜老

年人口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社会秩序和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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