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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马岩波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首编《高安市老龄志>付梓问世，这是全市7．6万老年
人生活中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人生一般都要经历婴儿——幼年一少年——青年
——壮年——老年，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规律。淌人人

生长河老年阶段的老年人是幸福者，也是弱者，老年群体

是脆弱的群体，需要社会去关怀和体贴，关心他们的生

活，关心他们的身体，关心他们的晚景，形成“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高安的7．6万老年人曾

经在高安的这块土地上，为高安经济的腾飞与跨越，为高

安的繁荣与昌盛，几十年呕心沥血，日夜耕耘，不辞辛苦

的劳动、操划、经营，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谱写了高安

历史上最灿烂的篇章。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今天，老年人仍青春常驻，“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

高安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余热。他们功不可没，是可亲可

爱、可尊可敬的人。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老龄事

业是项跨世纪复杂工程，老龄问题是门新兴学科，也是社

会发展必然出现的新问题。目前高安老龄事业的现状与

形势的要求还不协调，老龄工作与经济发展还不平衡，与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先富后老”的情况恰好相反。这就



需要在特定的情况、特定的条件下去研究探讨高安老年

人问题，去研究探封老龄事业的发展与实施。正是从这

一点出发，《高安市老龄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地对高安老年人的组织机构、思想

理论、政策法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等方面给予记叙、归纳和总结，为高安人1：3

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探索新路子，为决策高安老龄事业提

供科学依据，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老龄方面的详实史料。

此志成书，恰逢盛世。今年，正值建国五十周年和澳

门回归祖国双喜大庆，又是跨世纪的重要一年，还是国际

老年人年。此书面世，意义特殊。在此，借这强劲东风拂

动着高安的各级组织和全体老年人，沿着深入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之路，为开拓老年人更加

美好、幸福、愉快、长寿的晚年而奋斗。借《高安市老龄

志》出版之际，抒怀为序，祝全市老年朋友夕阳无限好，黄

昏景更美，愿高安老龄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一九九九年七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记载高安地情中有

着人口年龄进入老年型与随之而来的老龄问题、老龄工

作和老龄事业发展的状况，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作

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上限自1986年高安老年问题委员会成立之

时，下限为1998年。个别史实，为求记的完整而适当上

推。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

主。《概述：》史论结合，概高安人口老龄化之要；《大事ie)

编年纵述重大史实；《附录>为重要文件辑存。以上三者

不入编章序列，其余按事物归类，设置编、章、节、目、图表

随文而设。

四、《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老龄化>，依高安人口年龄

结构变化，记述人口由年轻型向成年型以至老年型的发

展历程，重点记述1998年人121年龄进入老年型的现状，并

根据已有资料对高安人口老龄化趋势略作预测。

五、《政府决策与老龄工作》和《“五个老有”工程>前

者从决策和工作的角度，记述高安老龄问题及其对策、采

取的相应措施，后者从实现“五个老有”的角度，反映政府

决策和老龄工作的实施效果以及老龄事业发展的全貌。

六、《人物>包括传、录两个部分。传，为已故对老龄

工作有较大影响的人物，按所收集资料之详略分载；录，



为曾被【1】央、省、地、市(县)授予老龄工作，老有所为先进

卟位和个人的名录(含敬老好儿女)。

_，乙、《文存》，选载历年在中央、省、地报刊．L发表的有

关高安笔龄]j作、先进人物的通讯、特写，以及有关老龄

问题的论文。原文照录。

八、本志采川i越体义、ie述体。高蜜改I行，1993 q--：，

此时jj’t J,-．；-，均依照、驯、『称州或称高安县或称I旧爨If J．．或j{

{}6：11’S蜜。}ll鲍{机f勾及1i}I务，均依当}j寸韵；；门。

九、4i：＆纪邻，·般采』H公元纪年。清代以Ij{f，川⋯

纪印时，{’。r,-i它公元耋tZq-，行略”公元”和”年”字，

卜、0‘i酴资料采阳文献档案、报刊以域采墒}已，建，歹J
水翔实尤讹，编纂时⋯般小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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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高安，建县于汉高祖六年(前201)，初名建成，唐武德

五年(622)改用今名。19：93年12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改

高安县为高安市。

高安位于江西省中部偏西，320国道线上，东距省会

南昌市6l公里。境内总面积2439．33平方公里。1998

年，全市总户数187572户，总人口776627人，其中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以下简称老年人口)76351人，占总人口的

9．8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7247人，占总人口的7．

37％，年龄中位数或中位年龄达27．59岁，人口结构开始

进入老年型。

(一)

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有人类活动在

锦河两岸，足迹留在现在的高安境内。至少从那个时候

起，高安便有了人的存在、人的生育与繁殖、人的幼年、青

年、壮年和老年阶段，以至死亡。人到六十便谓老，生理

机能逐渐下降，出现了个体老化问题。在漫长的历史岁

月中，个体老化问题大都由家庭内部承担和解决。父母

有义务抚育子女，子女也有义务抚养年老的父母，养老是

传统家庭文化中的孝道，养老资源的渠道主要来自家庭，

操作者也是家庭，家庭承担着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精

神慰藉的职能。“人之行莫大于孝”，在中国古代这是天

经地义的事。因此，个体老化并不或不总是构成社会问
1



题。
。 然而，老年概念，不仅指的是老年个体，同时，也包含

老年群体。因此，便有了人口老龄化这个概念，指的是人

口年龄结构向着高龄化发展的一种趋势。按照人口学界

普遍认同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在总

人El中所占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

中所占比重超过7％，便称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结

果，而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又是人类生活水平提

高和医疗保健改善的反映，是社会发展和进步带来的一

种必然现象，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

段。然而，人口老龄化也必然引起劳动年龄的逐步中老

年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影响；必然引起抚

养人口指数上升，加重了劳动人口的负担；同时，为了满

足老年人自身特点的需要，还必然要引发社会的产业结

构和消费结构进行某些必要的投资和调整。因此，人口

老龄化对世界是一种挑战。

同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所经历的过程一样，

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一个人口老龄化问题。
’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科

学技术的进步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保障，也

为人El出生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人口平均寿命的

延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高安在1949年以后20年，

死亡率便由20．1‰下降到10．66％。，平均寿命由不足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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