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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离退休职工管理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干预对策

马 良  赵丽杰 *

（哈尔滨医科大学离退休工作处，黑龙江 哈尔滨，150081）

摘  要：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离退休问题也不断加重，尤其是高校离退休职工有关问题不断加剧。

有相当一部分高校开始成立离退休职工服务中心，旨在为这些离退休职工提供相应的服务，并且更加重视高校离退休

职工的“文化养老”。本文现就高校离退休职工管理工作的现状进行分析，分别从高校离退休职工管理工作现状出发，

包括高校离退休职工群体的特点，结合当前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总结干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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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tervention Countermeasures of The Management of Retired 
Work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 Liang  ZHAO Li-jie*

（Retired Work Offi  ce,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national economic level, the problem of retirement 
has been aggravating, especially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retired workers have been aggravating. 
Quite a few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tarted to set up service centers for retired workers, aiming at providing 
corresponding services for these retired workers. 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ultural endowment" of the retired 
work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retired staff  and work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retired staff  and work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tired staff  and work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problems to discuss and summarize the intervention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university retired workers; management work; the status quo; strategy of intervention

1 在 2015 年底，哈尔滨医科大学校本部离退休的教职工总

人数已经达到 600 多人，而正在任职的职工总人数是 1 000

多人，二者比例非常接近，可见当前我国高校范围内，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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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与离退休教职工有关的管理问题 [1]。同时，近年来虽

然我国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离退休职工的精神文化

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离退休职工的待遇问题也引起了更多

的重视，因此社会对其关注度也不断升高，但部分管理工作

无法顺利进展，甚至在管理工作中出现了相应的矛盾 [2]。原

因是高校离退休职工的整体文化素质及知识水平较高，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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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养老主要局限于文体活动，比较单调。②对于老年人一

些深层次的需求，如可能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还缺乏关注。

③对老年人的文化需求了解不到位。④缺乏活跃的文化氛

围，很难吸引社会上年轻人、老年人参与，活动面窄。⑤对社

区、政府文化馆等社会资源利用不充分。

（3）文化养老的推动工作尚缺乏行之有效、相对配套完

善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开展的文化养老活动缺乏行之有

效的激励与监督管理制度。这些原因均时刻影响着高校离退

休职工的服务质量 [11]。

2  高校离退休职工管理工作的干预对策

2.1  强化政策服务意识

离退休人员服务管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离退休

服务管理工作的本质是为人办事，工作对象是广大高校离退

休职工。对离退休职工的满意度进行测评，将其作为衡量管

理和服务工作的“晴雨表”，是改善和推进离退休职工工作的

风向标。高等学校要增强服务意识，在关注离退休职工基本

生活需求的同时，还要加强对他们的心理服务 [12]。首先可以

学习国家、省、市、单位离退休工作方针，理论联系实际，从离

退休职工的利益出发，分析解决实际问题，重视对高校离退

休职工各项福利的落实。

2.2  建立健全离退休服务管理体系

高等学校要建立健全离退休服务管理体系，树立以人为

本的基本理念，坚持全心全意为离退休职工服务理念，让离

退休职工“老有所养”。使离退休管理制度规范化、标准化、

全面化，明确各岗位离退休人员标准，实行系统管理，建立统

一的管理程序与标准，确保离退休管理的稳定高效。离退休

服务管理制度应覆盖全部离退休人员，不得因人而异。离退

休管理涉及资金流转，管理过程必须零差错，离退休管理制

度应确保缴纳金额、程序、应用场景、发放机制和金额等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 [13]。同时，高等学校要监督考核，确保各环节

符合制度要求，建立自查考核制度，认真分析离退休服务管

理中存在的不足，完善薪酬考核体系，提高管理者的重视度，

从而提高其服务质量 [14-15]。高等学校应设立专门的咨询服务

机构，离退休人员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可与咨询服务机构进

行沟通，离退休管理部门应给予积极帮助。此外，高等学校

应定期对离退休服务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增强其责任感和服

务精神，提高他们对离退休服务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并且要

增强服务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及相关知识，确保其规范开展

工作 [16]。离退休服务管理部门还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信

息平台，将部分离退休服务管理工作放到信息平台上，使离

退休人员可在不受空间限制的情况下在线办理相关业务，方

便离退休职工，提高其服务管理效率。

2.3  培育主体，弘扬自身价值

离退休老干部是一个庞大的“人才库”“智囊团”，通过

了解离退休人员的政治优势、自身优势和技术优势，鼓励他

们积极参与到社区基层治理、疫情防控等工作中。让其在宣

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员先进性教育、民主法制建设、公民

有基本的物质需求外，还有较高的精神文化需求，所以对高

校离退休职工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1  高校离退休职工管理工作现状

1.1  高校离退休职工群体的特点

高校作为汇聚各类人才的重要场所，其中的老龄化问题

不容忽视。同时高等学校作为一个教书育人、传授知识的重

要场所，这也使得高校离退休职工的性格、行为习惯等在既

往教育工作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相比于企业、公职部

门或者其他行业的离退休职工而言，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

点：（1）与其他行业的离退休职工相比，高校离退休职工人口

老龄化程度相对较深，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4]。（2）与其他行

业的离退休职工相比，高校离退休职工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

在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也不断地提升了自身的教育教学知识。

结合既往管理工作经验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高校离退休人

群以老科教人员作为其构成的主体，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又占有更大的比重。（3）与其他行业的离退休职工相比，高

校离退休职工的政治素养普遍较高。由于工作性质等原因，

绝大多数的高校离退休职工在日常教育工作中均需要主动

和被动地接受政治理论学习，尤其是年龄较大的职工受到政

治方面的熏陶普遍较多，对国家大事及政治时事的关注也更

多。（4）与其他行业的离退休职工相比，高校离退休职工可

对社会造成更大且更直接的影响。高等学校的老师通常需要

从事几十年的教学工作，知识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更加具有

资历及威望 [5]。（5）与其他行业的离退休职工相比，高校离退

休职工的工资待遇较高，经济收入也相对较为稳定，生活负

担及压力也相对较轻，养老政策相对更加完善，退休之后的

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

1.2  高校文化养老的现状

高校在实施文化养老方面普遍开展得较好。一是领导

比较重视，政治和生活待遇落实较好。二是组织机构健全，

配备有专职工作人员，基层党组织健全完善，组织生活正常。

三是高校离退休职工文化活动阵地建设较为完备，离退休职

工的活动空间比较充足 [6]。四是离退休群团体组织多种多样，

根据高校离退休职工的年龄、兴趣和爱好组建，如艺术团、各

类协会、各类运动队等老年团体组织，并定期开展活动。五

是高校离退休职工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7-8]。

1.3  存在的问题

（1）文化养老尚处在起步阶段，各方面认识还不是很深

刻。①有些学校认识不足，片面地认为这项工作不是硬性任

务，可做可不做。②有些学校认为高校离退休职工文化养老

就是离退休工作处的事情，没有把这项工作纳入全校文化建

设中去布局和安排。③部分离退休工作人员的主动性不强，

担心组织老干部活动，尤其是参观考察、大型群体活动等会

有安全隐患。④对“文化养老”的关注度不高，积极性还不

够 [9-10]。⑤高校离退休职工传统的消费观念和生活观念尚未

根本改变。⑥高校离退休职工再学习培训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2）文化养老形式比较单一。①目前大多数高校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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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建设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充分肯定离退休老干部的自

我价值，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参与感。

2.4  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

创新文化活动形式，丰富文化生活。充分利用元旦、春

节、劳动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从“文化养老”的高度组织

丰富多彩的主题文体活动，引导老干部主动参与节目编排、表

演，充分展示个人才艺。既能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又

提升了其活动的文化水准与品位，真正实现“文化养老”与

“活动开展”的完美结合 [17]。

2.5  加强相关宣传，营造浓厚的氛围

若要有效促进高校离退休职工的社会化管理，政府要加

强宣传力度，帮助高等学校离退休职工实现思想上的统一，认

可政府的离退休制度，并积极配合移交工作 [7]。政府可以在一

些公共区域、社区以及高等学校内部进行宣传，张贴标语或设

立宣传栏，同时通过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媒体或者微博、微信公

众号、短视频平台、直播等途径进行多媒体的宣传，从而帮助

离退休职工充分认识到文化养老的重要意义，从而在根本上

提高社会对文化养老的关注度。另外，积极培养文化养老新

理念，由此充分营造尊老、爱老、敬老的良好氛围，从而激发出

更多的离退休老同志“走出来、学起来、动起来、乐起来”[2]。

2.6  强化社区配套建设

高校离退休职工所处的街道和社区也需要对其离退休后

的生活足够的重视，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财政及社会资金的

投入，增加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人文建设等，以此从根本上

增加高等学校之外的各类文化机构及场所，同时也需要不断

地提高社区服务保障能力。因此，各级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加

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强化老干部文化活动场

所的基础活动设施，申请拆除布局不合理、房屋比较破旧以

及面积狭窄的老干部活动中心，由此达到新建、扩建等目的。

同时，通过增加图书阅览室、文化活动室等各类功能室，征订

各类图书报刊，添置活动器材等，也能够保证老年同志们具

有自己的相关临床资料、娱乐工具、健身器材等活动场地，为

老干部晚年精神文化生活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8]。另外，结

合当前社区场所的有关基础条件，与高等学校取得联系，获得

技术上的支持，构建离退休职工信息管理网络，通过应用“互

联网 +”实现社区养老与社保机构、医疗机构、家政服务、银

行网点全面联网，从多个渠道及多个方位为离退休职工提供

基础的社会化管理服务，不仅可起到更好的管理效果，同时也

可保障离退休职工就近学习、就近参加活动，并得到离退休后

的照顾，促进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2.7  始终坚持“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

高校离退休职工尽心尽力为高校服务多年且出谋划策，

积极踊跃地参与了单位组织的各项文体及科学活动，这也展

现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面貌与思想，高校需要积极

宣传这些离退休职工的工作杰出事迹，鼓励其能够保持阳光

健康的心态，接受退休之后美好的生活。同时，对长期重病

卧床、家庭经济困难、空巢的离退休员工给予更多的关爱，坚

持每月定期上门慰问或电话沟通交流，秉着“锦上添花”与

“雪中送炭”的原则与离退休职工构建有效的联络。

3  小结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截至 2021 年，中国

老年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 2.58 亿左右，老龄化问题不断加

重，老龄化的人口水平甚至高达 17.9% 以上。预计到 2030

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将达到 2.58 亿以上，这对整个社会

发展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离退休职

工管理与服务工作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当今时代下，老龄

化进程加快，离退休职工数量不断增加，并且其管理服务工

作复杂，加剧了管理工作的难度。因此，高等学校的管理人

员必须保持创新精神，探索离退休管理的新方向及新方法，

把握管理和服务的科学性和规律性，完善创新理念，不断在

实践中探索离退休管理工作的规律，并且总结经验，扎实有

效地做好离退休职工的管理工作，力争管理模式更加规范，

为离退休职工提供更加人性化、精致化的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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