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研究课题成果汇编 . 2015 /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编 .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101 － 4867 － 5

Ⅰ. ①创… Ⅱ. ①中… Ⅲ. ①家庭问题 －研究成果 －
汇编 －中国 Ⅳ. ①D66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285691 号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研究课题成果汇编( 2015)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编

出 版 发 行 中国人口出版社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16
印 张 27. 2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1 － 4867 － 5
定 价 45. 00 元

出 版 人 邱 立
网 址 www. rkcbs. net
电 子 信 箱 rkcbs@ 126. com
总编室电话 ( 010) 83519392
发行部电话 ( 010) 83530809
传 真 ( 010) 83519401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80 号中加大厦
邮 编 1000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问题 随时退换



目 录

研究成果( 一)

农村老年情绪问题干预 1…………………………………………………

一、项目实施整体流程 1………………………………………………

二、干预前期准备工作 2………………………………………………

三、干预方案开展及执行情况 14……………………………………

四、干预前后老年情绪状况对比分析 39……………………………

五、总结 52……………………………………………………………

附录: 利益相关人感言 61……………………………………………

研究成果( 二)

幸福家庭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78…………………………………

第一部分 总报告 78…………………………………………………

第一节 导论 78……………………………………………………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78……………………………………

第二节 家庭文明与家庭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和实践 88………

一、家庭与家庭文明 88…………………………………………

二、家庭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 106………………………………

三、家庭文明的维度、要素和内容 114…………………………

四、家庭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120………………

第三节 家庭文明的载体与家庭文明建设 122…………………

—1—



一、家教 123………………………………………………………

二、家训 125………………………………………………………

三、家规 127………………………………………………………

四、家风 128………………………………………………………

第四节 实践中的家庭文明和家庭文明建设的经验 133………

一、家庭文明的总体情况 133……………………………………

二、新时代家庭文明的社会建构 133……………………………

三、“家庭文明能力”建设 136…………………………………

四、家庭文明形成的机制和作用 137……………………………

五、家庭文明建设的政策、路径与方法 140……………………

六、经验和问题 142………………………………………………

第五节 研究结论与建议 146……………………………………

一、基本结论 146…………………………………………………

二、建议 147………………………………………………………

第二部分 家庭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文献研究 151………………

第一节 家庭的涵义 151…………………………………………

一、中西方“家庭”概念比较 151………………………………

二、“家庭”的定义及其内涵 153………………………………

第二节 家庭关系、家庭伦理与家庭功能 154……………………

一、家庭关系 154…………………………………………………

二、家庭伦理 155…………………………………………………

三、家庭功能 156…………………………………………………

第三节 变迁中的中国家庭 157…………………………………

一、变迁中的家庭 157……………………………………………

二、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变迁带来的问题 160…………………

第四节 日韩、欧美家庭变迁 164…………………………………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日韩家庭 164…………………………………………………

二、英美家庭及人口结构问题 166………………………………

三、家庭类型多元化及其问题 167………………………………

四、家庭关系问题———广泛的家庭暴力问题 170………………

第五节 文明的涵义 173…………………………………………

一、“文明”一词的词源学分析 173……………………………

二、“文明”涵义的分类 174……………………………………

第六节 家庭文明 177……………………………………………

一、家庭文明的涵义 177…………………………………………

二、家庭文明的内涵 178…………………………………………

三、家庭文明的标志 179…………………………………………

四、家庭文明的载体 180…………………………………………

五、家教、家规、家训、家风之间的关系 188……………………

六、家教、家规、家训、家风与家庭文明的关系 189……………

第七节 家庭文明的作用 190……………………………………

一、家庭文明对个人的意义 190…………………………………

二、家庭文明对社区和社会的意义 191…………………………

三、家庭文明对国家的意义 192…………………………………

第八节 新时期的家庭文明建设 193……………………………

一、家庭文明的价值目标及导向 193……………………………

二、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与家庭文明 195………………………

三、发挥新媒体在倡导家庭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199……………

第三部分 家庭文明与家庭文明建设的质性研究报告 202………

第一节 导 言 202………………………………………………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202……………………………………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目标 203……………………………………

—3—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204……………………………………

四、文献回顾 207…………………………………………………

第二节 家庭文明的意义和构成要素 213………………………

一、家庭内部文明的表现和构成要素 213………………………

二、家庭外部文明的表现和构成要素 226………………………

三、家庭文明能力的建构 233……………………………………

四、家庭文明的载体 235…………………………………………

五、家庭文明的作用 240…………………………………………

第三节 家庭文明建设的经验和方法 241………………………

一、家庭进行文明建设的经验 241………………………………

二、影响家庭文明建设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252…………………

三、家庭进行文明建设的方法 259………………………………

第四节 政府部门家庭文明建设的工作系统和路径 260………

一、家庭文明建设的政策内容 261………………………………

二、家庭文明建设工作的路径与机制 266………………………

三、各级部门的职责和角色 268…………………………………

四、家庭文明建设工作路径和机制存在的问题 270……………

第五节 家庭文明建设的社区工作方法 271……………………

一、社区宣传教育 272……………………………………………

二、社区组织动员 276……………………………………………

三、资源整合、搭建工作平台 278………………………………

四、社区家庭文明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80…………………

第六节 结论与建议 284…………………………………………

一、研究发现 285…………………………………………………

二、家庭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290………………………………

三、建议 291………………………………………………………

附件 302………………………………………………………………

—4—



研究成果( 三)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示范市评估手册 307…………………………………

一、项目背景 307………………………………………………………

二、项目取得的成效 308………………………………………………

三、评估目的 309………………………………………………………

四、评估依据 310………………………………………………………

五、评估原则、标准和理论指导 311…………………………………

六、评估方式 313………………………………………………………

七、评估指标的设计与说明 314………………………………………

附件 324………………………………………………………………

研究成果( 四)

老年认知障碍疾病的居家照护研究 326…………………………………

一、前言:认知障碍居家照护现状分析 326…………………………

二、研究设计 329………………………………………………………

三、研究结果 333………………………………………………………

四、结语 350……………………………………………………………

附表 352………………………………………………………………

研究成果( 五)

众筹助力创建幸福家庭活动:以救助贫困母亲为例 374…………………

一、帮扶贫困母亲对于创建幸福家庭的重要意义分析 374…………

二、西部贫困母亲生存状况及改善可能性分析 382…………………

三、公益众筹的推行与实施建议 395…………………………………

后记 426……………………………………………………………………

—5—



书书书

农村老年情绪问题干预
ＮＯＮＧ ＣＵＮ ＬＡＯ ＮＩＡＮ ＱＩＮＧ ＸＵ ＷＥＮ ＴＩ ＧＡＮ ＹＵ

研究成果( 一)

农村老年情绪问题干预

一、项目实施整体流程

本次项目是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资助，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

心进行实施。从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4 月，本次项目已全部顺利进行

了实施，主体工作涉及如下:

时间 工作内容

2015 年 7 月

( 已完成)

 调查问卷设计阶段: 问卷内容包括情绪问题筛查工具综合评

估工具，及老年情绪问题的社会学关注

 基线项目实施地点确定与联系准备工作

 项目启动会议

2015 年 7 ～ 9 月

( 已完成)

 对 8 个项目点开展基线调查培训工作

 8 个项目地点开展基线调查

2015 年 10 月

( 已完成)

 基线调查数据的录入整理

 基线调查情况的总结

 讨论拟定干预方案，特别是干预组对照组的划分，以及重点

干预人群名单的确定

 与项目其他合作单位及实施单位沟通干预方案并进行干预

方案的筹备工作

2015 年 11 月 ～

2016 年 3 月

( 已完成)

 项目干预方案具体开展实施

2016 年 3 ～ 4 月

( 已完成)
 干预项目终期评估及终期调查( 问卷调查及访谈)

2016 年 4 月

( 已完成)

 终期调查数据的录入整理

 调查情况总结

 完成项目终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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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干预前期准备工作

( 一) 项目启动仪式

2015年 7 月 5 日，“农村老年情绪问题干预项目”启动会在清华大

学顺利召开。本次启动会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主办，与会者包括全国 8 个项目执行地的代表，分别为:黑龙江省东宁县

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山东省肥城市人口计划生育局、河南省濮阳市计划

生育指导中心、内蒙古赤峰市妇联、安徽省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

肃省高台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妇联、云南省

玉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次会议主要内容包括: 项目背景介绍、农

村老人心理危机干预模式介绍、农村老人心理危机干预活动要求介绍、

八个项目地基本情况介绍以及协议签署仪式。本次启动仪式对整个项

目顺利开展进行了动员，特别是使各项目地对项目有了深入详尽的理

解，为项目之后的工作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项目启动会上，课题组进一步明确了本次项目的目的。本次项目所

采用的《中国农村老年情绪问题社会干预模式》，是已经通过前四期项

目、以科学抽样为基础完成了全国适用性的科学检验。本期项目的目标

是:①将干预模式进行更多省份的推广和验证，让干预模式惠及更多的

老人，让更多的地区受益。②总结编撰《幸福守门人: 中国农村老年人

精神健康促进模式探索》，使之操作模板化( 参见《幸福守门人: 中国农

村老年人精神健康促进模式探索》) 。

( 二) 八项目点基线调查培训

依照项目启动会精神，8 个项目点基线调查培训也顺利开展，对项

目所有相关人员均进行了系统培训，为基线调查科学、准确、顺利开展提

供保证。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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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参与培训人员 培训内容

2015 － 07 － 10

2015 － 07 － 14

2015 － 07 － 16

2015 － 07 － 20

2015 － 07 － 21

2015 － 07 － 22

2015 － 07 － 25

2015 － 07 － 28

安徽省阜阳市疾控中心

山东省肥城市人口计生委

河南省濮阳市计划生育

指导中心

黑龙江省东宁县人口计生局

内蒙古赤峰市妇联

四川绵阳市游仙区妇联

云南省玉溪市疾控中心

甘肃省高台县人口计生委

项目地相关负责人

项目执行人员

项目调查人员

部分乡镇、村干部

项目整体背景介绍

项目流程介绍

调查伦理讲解

调查问卷讲解

( 问卷条目介绍、

调查技巧培训、

调查伦理注意事

项、紧急情况处

理等)

培训负责及执行人:

第一小组: 清华大学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 张军

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 李玥康

第二小组: 清华大学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 方静文

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 程佳妮、杨峻崖

( 三) 项目点基本情况

田野点:山东省肥城市仪阳镇石西村、王南阳村

肥城市现有人口 99 万人，老年人口比例在 17%多( 山东省是全国

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所以现在，老年人口比例高) ，2014 年

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仪阳镇有人口 45 000 人，49 个行政村

仪阳镇与桃源、新城一起构成肥城最主要的产桃区，有万亩桃园之

称，创吉尼斯世界纪录，形成了种桃———桃花节———桃木制品的产业链。

仪阳镇虽然离肥城市最近，但属于半山区，经济状况在肥城属三类，是最

后从乡改镇的地方，但是近年来发展很快，2014 年已经在申报由镇改街

道( 行镇建制的主要指标是经济总量和人口城镇化比例) 。

仪阳镇每月组织一次文艺汇演，有时在镇里，有时在村里，有时在社

区，全镇人都可参与; 晚上跳广场舞;有电影下乡活动，也有秧歌队、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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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优惠政策等。

1. 养老保险，60 岁以上老人每月 75 元;
2. 高龄补贴;

3. 计划生育奖扶，如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
4. 医疗新农合，有两种 100 元 /220 元一年的，60 岁以上老人不

用交;
5. 卫生部项目，地方补贴，每年为 65 岁以上的老人免费体检一次，

建立健康档案，保留在镇卫生院。体检中发现问题的会通知，给一些饮
食等方面的建议;

6. 银龄安康保险( 老人意外伤害险) 。
7. 60 岁以上可以办老年证，公汽免费，泰安淡季景区免门票等。

老年相关的政策倡导:

肥城“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活动: 仪阳镇“乡村儒学”活动，从教育

部门抽调人讲座，也演具有养老题材的地方戏《墙头记》。《墙头记》

讲述的是老人轮养的故事，现在也有轮养的家庭，主要是老两口只剩

下一个的，或者 70 岁以上没法自理的，有几个儿子，一般每家住一
个月。

儒家文化:孝文化的推行，新 24 孝图，在各村广场宣传栏张贴。

家庭矛盾:村里有专业的矛盾调解员，解决一次矛盾纠纷补助 50 元

钱。没有家庙、祠堂等，也没有家族的祭祖等集体活动，但是家族还是存
在的，一个姓，其中有威望、辈分高的人称为“人头”，主要起到调解家庭

矛盾等问题。

这次选的两个村属于山区，人均一亩多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蔬

菜。都在经历新农村建设，已经有人搬入楼房。原来的土地和房子折
价，集中居住到楼房中，楼房每平方米 1400 元，土地流转给大户统一经

营，旧房拆除复耕。楼房是“5 + 1”层，一层是储藏室，没有电梯。一般
让老人选低楼层。

对于“上楼”这件事情，有代际差异，年轻人愿意住楼，老年人一般
还是愿意住院。因为住在院里可以种菜，可以烧柴，而搬到楼房后水电

煤气都要花钱。而且上下楼不方便。针对这种情况，村里会统一留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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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宅基地，那些实在不愿意上楼的人可以在这里集中居住。另外，楼房

最初规划的时候想要建成“子母楼”，即安排老人和孩子住在同一层，相
邻，孩子住大的，老人住小的，既独立又方便照顾。但是实施中发现因为

造价等原因，没有实现。

石西村

人口: 1 697 人，已婚育龄妇女 239 人，老人 270 人左右，70 岁以上老
人大概 99 位，年龄最大的是一位 112 岁的老太太。

村支部组织每年老人节把 70 岁以上的老人叫到一起开个会，每人
发 100 元，中午聚餐，资金来源是村里成功人士的捐助，给捐助人发

锦旗。

居住:一多半以上人搬进了楼房，老人孩子一般一块住，外出打工一

般在肥城附近，回家住。

老人活动较少，一般看孩子做家务。有几个儿子的，一般都是跟小

儿子一起住，但是所有儿子一起养老，给钱给粮食。不一起住，让老人住
在别的院子的，被视为不孝顺。给老人送饭，不顾饭菜质量和冷热的被

视为不孝顺。

王南阳村

人口: 416 户，1 537 人，60 岁以上 267 人，年龄最大 99，有两人。

村里每年老人节为 80 周岁以上老人发放一袋大米、一壶油、一袋

茶，雕刻的寿桃。

活动: 老人聚在一起玩自己创造的棋、打牌、坐一起聊天。

孝顺的案例:肖桂玲，被评为好媳妇，婆婆因为洗碗的时候摔了一
跤，瘫痪在床 14 年，今年 2 月去世，两个儿子，轮着照顾，一个月换

一次。

不孝的案例: 2013 年秋后，老两口均 70 多岁，儿子不肯给交养老

费，理由是对父母因为家庭琐事有意见。老太太找到村支书，村支书让
他先找“人头”调解，解决不了再找他。后调解不成，再次找到支书，支

书找到这一家的儿子和儿媳妇。因为支书之前曾将帮助协调夫妻矛盾，

避免了离婚，所以两人认为支书是去家里喝酒的，于是准备了一桌酒菜

以示感谢。支书去了之后表示是为了养老费的事情而来，儿媳妇开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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啕大哭。支书对儿子说，你假想你现在是两岁，犯了错，还是找娘，娘不

会不管，现在你大了，怎么能不管娘。又说，你要不给养老费也行，村里
替你出，老人要 1 000 元，村里给 1 000 元，但是以后从你这里扣 2 000

元，而且以后你有什么事找村里，我们不会管。儿子后来给父母送了
2 000元养老费，父母要了 1 000 元。

田野点:河南清河头乡陈庄村、桃园村
清河头乡陈庄村

基本情况:陈庄村是清河头乡最大的村，现有 4 280 人，共可以分为
19 个小组、5 个联队;这个村一个有 11 个姓氏，虽然是陈庄但是姓“陈”

的只有一家，最大的姓氏是“刘”姓。60 ～ 64 岁的老人有 226 人，其中
114 位男性、112 位女性; 65 岁以上的老人共有 368 位，其中有 169 位男

性、199 位女性。除了老人，0 ～ 6 岁的小孩儿童一共有 446 位。总人口
中，患有高血压的有 406 人、糖尿病 96 人、孕产妇 29 人。老人中，年龄

最大的 3 位已经有 96 岁了，都是女性; 90 岁以上的有 12 人，其中有不能
自理的老人，多是儿女照顾。陈庄村没有敬老院和养老院类似的养老机

构，多以家庭养老为主。年轻人中男的外出打工，留下妇女和小孩在家
照顾老年人，年轻人一般去濮阳市打工，也有去江苏、深圳甚至国外( 日

本、新加坡、苏丹) 打工的。农作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多是年轻人外出
老人种地，一般自给自足。

老年活动和组织: 没有一个正规的老年组织，村里的老奶奶倒是
经常聚到一起，叫“老奶奶会”。聚到一块就吃吃喝喝，解解馋啥的，

就类似与同学聚会那样轮流请客吃饭。人员大多数是 70 多岁的老奶
奶，与之相反男性倒是没有什么活动。村里有唱戏的播放机，一般是

豫剧、太平调、四平调、坠子书;也有送电影下乡的活动，基本上是一个
月放一次电影，但是看电影的人比较少。一般老人都呆在家里，有空

的时候出去逛逛。村里没有广场舞，但是有秧歌队，男的女的都有，年
龄在 50 ～ 60 岁左右，男的打鼓，重大节日如春节、元旦或者别的节日

出来表演，或是县里有文化活动的时候，晚上跳跳敲敲啥的。老人一
般接送孩子上学。

老人情况:这个村一般将 65 岁以上的人群为“老人”，上面还有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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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妈或者公公婆婆的一般不叫“老人”。老人心情的好坏与儿女的孝

顺程度挂钩。
“孝顺”案例:一位大姐，婆婆 88 岁了，丈夫在 10 年前去世了，婆婆

就跟着大姐住一起。大姐有两个孩子( 都是男孩) ，大姐今年 61 岁了，

保证婆婆每天衣食无忧。每天都帮婆婆洗漱穿衣，穿的干干净净的，婆

婆每天就打打麻将别的什么都不用干。

对 65 岁以上的老人，村医每两个月都会进行一次免费体检，村医

主要是检查村民身体健康状况，并建立档案; 除了体检，还会进行小二
预防接种、高血压和糖尿病，以及农村精神病检查并提供照顾( 药怎么

服用、服几次) ，这个村精神病人一共有 19 位，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以
年轻人为主。以前生产队的时候，按人头和工分分东西，人头上老人

会分到东西，但是有些老人干不动了，就不分东西了。过去和现在相
比，老人在家的地位还是有变化的，以前是婆婆说了算，现在地位渐渐

下降了，媳妇说了算。婆媳之前没有过多的矛盾，有些妇女也出去打
工，婆婆就在家照顾孩子，所以美哦与啥矛盾。一般家里有两个孩子，

头胎是儿子就不要了。

老人政策: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是 60 岁以上 60 元，

高于 80 岁有高龄补贴，80 岁在 60 元的基础上再加 50 元，90 岁在 60 元
的基础上再加 100 元;医疗保险去年开始新农合，每人无论性别、年龄都

交 90 元。

习俗: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六月初一女儿回娘家、中秋节、清

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农历十月初一都跟清明节一样去上坟。家里有矛
盾，会先找家族里德高望重的人( 类似于以前的组长) 解决，是在不能再

找居委会帮忙调节和协商。

清河头乡桃园村

基本情况:现有人口 1260 人，党员 52 名，60 岁以上的老人 162 名，
65岁以上 113 名，最大年龄 94 岁( 有男有女) ，不能自理的老人有八、九

位;耕地 963 亩，以农业为主( 小麦、玉米、梨树) ，养殖业也比较发达( 养
猪为主) ，有一个规模养殖产，其他都以散养为主。人均收入 6 000 元左

右，打工居多，也有自己做企业的。打工中有技术工人、带共( 小工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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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轻人居多。在家的老人一般照顾小孩子( 留守儿童) ，老人能自理

时，孩子出去打工的情况比较多，老人不能自理时，孩子出去打工的情况
比较少。

“孝顺”案例:对老人好，老人已经 78 岁了，父亲去世得早，老人身
体一般，每天为老人洗脚、洗澡，各方面都照顾的得很好，并且坚持下来，

很不容易，天天如此。这位老人是跟着老二( 出租车司机，妻子也是) 住
在一起。

老年组织和活动:晚上有广场舞，但以 40 岁左右的女性为主，年纪
大的就在一旁观看;有一个老年人幸福院，是民政部门办的，三间房子 5

万多元，有七八个小床;也有居民活动室，里面有图书阅览室、台球室和
棋牌室，老人可以在里面读书活动。每年一到两次免费唱戏，还会请外

面专业的杂技团表演演出。过年的时候给村里特别困难的老人送一袋
糖、一桶花生油，平常就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曾经出现的不和谐:有一户人家，刚好有三兄弟和三位老人，当时
大家都想挑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照顾，因此产生了分歧和矛盾，经过

两三个月的协调，兄弟找过村主任，老人也找过村主任，最后由老大养
奶奶、老二养父亲 ( 老二在伊拉克务工，经济条件比较好) 、老三养母

亲，总的来说整个村的风气和大环境比较好，没有什么不孝的事情
发生。

老人政策: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一样，没什么差异，村里每年为
65 岁以上的老人免费体检 4 次( 乡卫生院到村里来，病以高血压、糖

尿病为主，大病不多) ，有两个患有精神疾病的( 一位 59 岁，轻微，以前
受过刺激，是改嫁过来的女性;一位 40 多岁，20 岁时得此病，常年要服

用安眠药，他的父母都不在了，老婆因为这病离开了他) 。这里的老人
基本都过得很好，孩子孝顺，所以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老人在家

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万一家庭有矛盾，村里会有调解员进行调节( 聘请
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的人当调解员，乡里会有一定的补贴，调节一个

案例给予一定的奖励，一般是 100 元，一个月的工资有 1 500 元) ，乡里
还有调解中心，没有关于赡养问题打官司的情况出现，没有出现过老

人自杀的情况。村里的姓氏不太多，多以“吴”和“韩”姓为主，占全村

—8—



农村老年情绪问题干预
ＮＯＮＧ ＣＵＮ ＬＡＯ ＮＩＡＮ ＱＩＮＧ ＸＵ ＷＥＮ ＴＩ ＧＡＮ ＹＵ

的 2 /3。有轮流住孩子家的老人，但是不太多，一般看孩子房子的情况

而定。

田野点:黑龙江省东宁县东宁镇转角楼村、胡萝卜崴村

东宁县总体情况:

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素有塞北小江南之称。

人口构成:东宁县一共有 223 万人，其中绥阳林业局 2 万多人( 不受
当地政府管辖，类似于以前的兵团，自成体制) ，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

美誉。一共有 6 个镇，其中一个朝鲜族镇( 12 000 多人) ，102 个行政村。

基本情况:

①是一个农业县，主要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地栽木耳;东宁县是农民
人均收入最好的县，人均 2 万 ～ 2. 7 万，其对外贸易发达( 边境是俄罗

斯) ，去年的年财政收入是 8 亿万元左右;

②自然资源丰富，82. 3%的森林覆盖率;

③矿产资源丰富，有煤炭、金矿、石英石、大理石、铜矿等矿种共 20

多种;

④被称为全国文明县、全国生态县、全国田园县以及全国卫生县，是
黑龙江 10 强县之一;

⑤东宁县是边境城市，与俄罗斯接壤，和海参崴( 符拉迪沃斯托克)

仅 153 公里。

活动情况:东宁县人生活节奏挺慢，群众性活动丰富( 潘长江、歌唱
演员孙悦、中国好声音崔天琪等都是东宁县人) ;也有各种协会，体育性

协会、文娱协会等 38 个。有活动室，也有季节性广场演出( 秧歌) 。其
中朝鲜族农村有老人协会，并且在那里尊老爱幼意识传播广泛，有钱人

给穷人钱。

胡萝卜崴村

人员现状:现有 700 人左右，其中 60 岁的老人有 120 ～ 130 人，65 岁
老人有 60 多人，最高寿的是 90 岁。

基本情况: 老人一般在家种种菜、整理果园、带孩子之类的。此地种
植黑木耳，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不多。都挺孝顺老人，没有不孝顺老人的

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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