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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在海滨老年社区中的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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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深入剖析海滨地区文化的特质，围绕海滨老年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实现老年人文化

生活品质与海滨特色文化发展的双效统一，满足养老人群在老年社区中对文化内容的特殊需求，以实现

高质量的老年文化生活。方法 分析海滨老年社区当下的发展现状，并借鉴优秀的社区案例,探讨在老龄

化社会的发展趋势下，区域文化对老年社区的重要影响，如何建设具有地域性特色的老年社区文化以及

提高文化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研究。结论 将海滨地区的地域性文化注入到老年社区的文化建设中，以

符合老年人文化生活的需求为基础，形成海滨老年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模式，也为海滨地区的地

域性文化发展进程提供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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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Model of Regional Culture in Seaside Elderly Community 

WANG Yi-min, ZHANG Hui-we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thoroughly analyze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aside area, realize the dou-

ble-effect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s cultural life quality and the seaside characteristic culture development aroun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seaside elderly community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meet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the 

elderly community for cultural content,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lderly cultural life. The regional cultural con-

cept was transferred to the elderly community in the seaside area.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seaside elderly 

community was analyzed, and the excellent community case was used for reference. Under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aging society, the regional culture having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lderly community and how to build the elderly 

community culture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ultural services, etc. were discussed.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the seaside area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 community. On the basis 

of meeting the cultural life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 new idea and new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aside elderly 

community culture are formed, and new opportunities are also provided fo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seasid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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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是一种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不同，

使其各个地域形成不同的发展历程和文化特征，从而

形成具有自身独特的地域性特征的文化魅力。文化对

于老年社区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老年人的生

活有着重要的影响。抓住老年社区文化特色，不仅要

从老年人的生活方式、特点等方面考虑，注重老年人

的精神文化需求，更要从老年社区的地域环境文化特

色，深入挖掘和不断注入更易于老年人接受的文化内

容。老年社区内的文化建设，是当代老龄化社会下发

展的必然趋势，在提升老年人文化生活品质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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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促进了海滨特色文化的传播。  

1  区域文化对老年社区的重要性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要

求指出：“加强老年文化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保障老年人文化权

益的迫切需求。”[1]社区文化养老就是一种带有人文

关怀主义的养老方式。在保障老人正常生活的基础之

上，强调精神文化的重要性，为养老人群提供更加丰

富、愉悦的活动氛围。 

1.1  文化养老内涵 

文化养老为老年人精神世界注入新鲜血液，享受

人际交往所带来的情感滋润[2]。精神文化活动能带给

人独特的“抚慰感”。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通过加入

社区中的合唱团、舞蹈队等文娱小组，都能给其身心

带来愉悦感和安宁感，同时也会促进老年人邻里之间

的良好互动，培养邻里亲朋之间的感情。老年人在社

区中进行文化活动，享受老年社区提供的服务，同时

又不会离开温馨的居住环境，符合老年人的心理特征

和自身夙愿，更为人性化。 

1.2  文化养老外延    

社区文化养老使老年人重新掌握因忙碌而失之

交臂的知识和技能，甚至可以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2]。

人到老年以后，思维和行动速度会放慢节奏，但并不

代表不能或不愿意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相反参加文

娱活动可以使老年人成长而不是变老。由于各个地区

养老社区都有不同的地域性文化特征，所以老年人在

追求文化娱乐的同时，可以学习到不同地域特征带来

的文化碰撞。以海滨地区的老年社区为例，外来养老

人群的大量涌入，养老社区建设在满足外部居住环境

的同时，如何丰富老年人群的文化世界是关键问题。

海滨地区有属于自己的风俗性文化。深入发掘文化内

涵与文化特征，形成不同形式的传统风俗文化等活

动，保障外来老年人群更快适应海滨当地生活。对当

地老年人群来说，社区文化建设有助于重拾儿时记

忆，发挥余热，丰富业余生活。  

2  海滨老年社区文化现状分析 

随着养老人群的不断壮大，养老产业的日益兴

起，人们对养老地区的选择性相对较广。海滨地区空

气湿润，沿海而居，环境优美，自然成为大部分养老

人群宜居生活的首选。当前养生主题的老年社区在海

滨地区分布较为广泛，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虽然得到

很多养老人群的青睐，但是基于优越环境下的海滨文

化并没有被发展应用到老年社区文化中。老年人群在

选择养老社区的前期虽然考虑的重点内容放在整个

居住环境的舒适度方面[3]，但经过长期自身的居住体

验，老年人可能更多的是对社区文化生活的渴望，保

障提高自己的老年生活质量，填补精神世界的空白。 

美国太阳城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海滨老年社区。

它坐落于佛罗里达的西海岸，是世界迄今为止发展时

间最长、设施最为完备的老年社区[4]。基于该地区气

候干燥少雨，阳光充沛，全年有三百多天的光照时间，

因此 1200 亩高尔夫场地成为太阳城休闲设施最主要

的特色之一。这里的居民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高尔夫

球爱好者，被称为“高尔夫球爱好者的天堂”。除此之

外，还设有保龄球、游泳池、泛舟垂钓等活动场地和

130 多家艺术类活动俱乐部，太阳城也因老年人活跃

的文化生活方式而闻名。由于太阳城是世界最为成熟

的老年社区之一，所以成为了我国建设老年社区争相

效仿的对象。以养老地产开发为模式的实践中，三亚

海棠湾、乳山养老地产、天津社会山等海滨地区的老

年社区逐渐发展壮大，但地域性文化和国情的差异，

导致老年社区在文化发展建设方面有“水土不服”的

现象。 

2.1  社区文化发展参差不齐 

海滨地区老年社区项目众多，但社区场地、建设

规模、资金量等方面的因素直接影响到老年社区文化

的建设和质量，导致文化发展状况愈发参差不齐。在

一些高档的老年社区，都具备比较完备的文化功能设

施，社区文化活动内容丰富，老年人满意度较高[5]。

然而在一些中端或者中低端的老年社区，整个社区土

地面积相对较小，容积率又高，对社区的公共基础设

施造成很大的压力，再加之经费短缺等条件的限制，

社区公共文体设施不能得到系统的完善，制约社区文

化的发展建设，同时打击了老年人对社区文化活动的

参与性。 

2.2  社区文化管理存在误区 

发达国家对老年文化建设较早就开始重视，对于

老年社区的管理体制既系统又科学化[6]。老年社区文

化主要是以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在海滨

老年社区中，虽然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了很多经验，

但只是对基础文化、硬件配套设施的加强建设，而对

老年人的文化管理模式并没有重视起来，认为组织一

些适合老年人的活动或者演出，就是建设老年社区文

化，整个社区的老年人文化生活需求各有不同，如何

使他们找到文化的共鸣，如何使文化内容多元化、形

式多样化，需要社区针对性地对老年文化建设进行系

统化、科学化的管理。 

2.3  老年人缺乏参与主动性 

我国目前已逐步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就促使

着社区需要给予老年人更多的人文关怀，我国政策宣

扬并支持老年人参与到社区文化活动中，虽需要认真

学习西方老年社区先进的经验和模式，但由于中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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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的影响，所以中国的老年人在面对社区文化

的态度与西方老年人的态度截然不同，西方老年人在

面对文化娱乐活动的态度上是热情的、积极的，而中

国老年人则是含蓄的、内敛的。即使社区文化服务硬

件设施发展完备，没有老年群体的加入，社区文化也

仅仅是概念一般的存在。另一方面，老年社区养老人

群基本处于退休状态，一时失去原本的社会存在感，

心理落差较大，不能积极地走出去配合社区文化建设。 

3  老年社区中区域文化的应用 

3.1  海洋文化在老年社区中的应用 

衡量海滨养老社区所具备的标准宜居环境的 5

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绿色。拥有丰

富海洋资源的海滨地区，人们最先想到的无外乎是饮

食文化。海产品中含有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

微量元素等，能够有效预防冠心病、高血压等常见的

老年疾病。但对海产品的食用不当会导致慢性或急性

中毒，甚至危害老年人健康。因此，这就要求社区应

做到防患于未然，定期组织安排食品安全讲堂以及食

品营养课程，帮助老年人了解生活中食物的营养成

分，制定营养搭配表格，有效避免老年人因对食品搭

配的食用不当而造成损伤，保护老年人饮食健康。在

注重饮食文化的同时，丰富的海上活动也为老年社区

发展文化建设提供有利的素材。借鉴国外老年社区服

务策划体系比较成功的案例：美国太阳城，一个以多

彩的老年文化生活吸引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凭借靠近

海岸线的地理优势，足以方便老年人有更多体验亲海

活动的机会，例如海钓、游泳、赶海、日光浴等，其

中游泳是老年人最喜爱的运动之一，有别于其他有氧

运动。研究表明，游泳利用水压的低冲击会帮助老年

人强化肌肉力量和肢体的灵活性，有效的降低老年人

跌倒的概率[7]。而对于中国老年人群来说，受中国传

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钓鱼则被公认为修身养性的

娱乐活动之一，其甚至已经逐步形成一种文化。在社

区中组织海钓活动，请经验丰富的渔民教授老年人垂

钓技巧，不同于内陆湖泊的垂钓，海钓还需要关注海

上天气，例如雷电、暴雨。另外还需及时掌握海上涨潮、

退潮情况，这些都是影响海钓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活

动的过程中，老年人在学习海钓知识和培养海钓情趣

的同时，亦能相互交流心得，以拉近邻里之间的感情。 

3.2  互动体验文化在老年社区的应用 

在社区文化养老中，除了社区自身发起的活动

外，互动体验文化可以作为一股鲜活力量注入到老年

社区，以互动式为主导的文娱形式能够带动老年人的

积极性，增添体验的趣味性。在台湾的老年社区中，

社区服务人力资源缺乏，这促使大学生充当志愿者去

服务老年人。台湾大同大学在老年社区中成立针对帮

助老年人丰富文娱生活的项目——maker space（自造

者空间），其意义在于让老年人在悠闲的老年生活中

重拾技能和知识，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8]。学生带领

老年人或者是合作共同完成一些有意义的产品，例如

适老化的产品，或者是对老年人儿时玩过的经典游戏

的重新设计，以唤起老年人对童真年代的游戏记忆。

在整个制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能促进老年人与年轻人

的交流互动，有助于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保持年轻

心态。另一方面，整个手作过程能锻炼老年人手指的

灵活度，协调视觉、触觉和听觉机能。同时，老年人

在制作适老化产品的过程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产品

本身的用法，清除技术盲点。 

在海滨老年社区的文化建设中可以学以致用，老

年人可以在工作坊中学习原始的渔网编制技艺，围绕

渔文化的主题制作衍生品，例如贝壳制成的工艺品、

小沙雕模型等。 

3.3  绿色生态文化在老年社区的应用 

绿色生态一直是社会的热点话题，将绿色生态文

化理念融合到老年社区中，是未来老年社区建设的必

然趋势。发达国家在老年建设方面经历了较长的研究

时间，较早地将绿色生态理念应用在老年建筑实践

中。在美国专门经营老年公寓出租的 Atria 公司，在

老年社区建设方面具备相对深度的研究经验，目前已

经建成 179 个老年社区。在其建设的海滨老年社区

中，运用高效能的家用电器和社区内所有的照明设备

已成为社区特色[9]，除此之外，社区的规划都是在保

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利

用海滨地区多雨湿润的气候特征，将社区内的雨水收

集，然后再利用于景观的灌溉，植被的选择和雨水花

园理念的运用极大地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 

绿色生态文化不仅体现在老年建筑方面，而且还

作用于社区规划，随着社区服务机制的完善逐步渗透

到老年文化中。据调查显示，种植类活动是老年人最

主要的兴趣之一。菜园种植形式多样通常以覆土式或

器皿式为主，但当种植场所发生转变时，屋顶菜园作

为一种屋顶绿化的特殊形式，不仅缓解社区用地面积

紧张的问题，而且以最大限度的空间利用率给予老年

人对种植文化的需求和社交空间。与此同时，海滨地

区的长期气候特征（日照时间长、湿度大）的优势符

合屋顶菜园的气候条件。品种的种植可根据老人喜好

及地域性气候差别进行选择，例如海南地区，除常见

的蔬菜以外，还有特有的四角豆蔬菜和丰富的热带水

果可供种植。老年人通过接触自然来陶冶情操，收获

果实使老年人的身心得到足够的“抚慰感”，因此，老

年社区中的菜园文化应运而生。 

4  结语 

海滨养老文化的建设，抓住了人口老龄化对海滨

地区养老的发展机遇，在基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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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下，极大地满足了老年人对养老环境的需求。从

海滨老年社区的发展历程上来看，养老产业项目在海

滨地区发展迅猛，但长期以来，没有找到新抓手、新

动力，没有形成自己的养老文化特点，最终将被淘汰。

从地域性在社会建设发展历程上来看，以地域性文化

为渗透点，探索其针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更新内容。研

究地域性文化对老年人文化发展模式的更新，努力把

海滨文化转换成容易让老年人接受并产生兴趣的文

化，形成社区自身特色的文化养老模式[10]。面对老龄

化时代的快速到来，应优化自身社区文化养老的模

式，积极探索海滨文化在老年社区文化发展中的新态

势，推动老年社区走向文化养老型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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