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随着军队干休所老干部普遍进入深度“两高期”，老干部

年大体弱，生理机能退化，认知和接受能力较低，对社会和生

活环境的适应能力显著减弱，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

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蔓延，目前已成为“国际关注

的公共卫生事件”，更容易导致老干部心理安全感下降，表现

为失落感、自卑感、孤独感、恐惧感、焦虑感 [1]。因此，COVID-
19 疫情下必须高度重视老干部心理健康问题，对保持老干

部身心健康、预防疾病和美意延年有重要意义。

2 影响老干部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2.1 自身因素

2.1.1 各种生理功能衰退

老干部进入“两高期”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种器

官开始逐渐衰退，尤其是大脑进一步发生器质性退化，各种

生理功能下降加剧，体弱多病，行动不便，性格也会发生改

变，变得幼稚，反应迟钝、固执，逐渐趋向痴呆化。这样势必对

心理健康有一定影响，往往表现为负面心理、消极情绪、体力

不支、记忆力减退和思维能力下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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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心理承受能力脆弱

人的性格脾气秉性不一样，心理承受能力也千差万别。

有的人天生耐受力强，泰山压顶腰不弯；有的人天生脆弱，有

点风吹草动、遇到一点小波折就受不了。老干部由于患有脑

萎缩和老年痴呆，引起大脑机能衰减和智能减退，表现为头

晕、头痛、失眠、记忆力差、情绪抑郁以及计算、思维、语言、定

向力和情感障碍，同时出现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的障碍以及

性格和人格的改变，并出现社会活动能力减退，最终导致心

理承受能力下降。面对 COVID-19 疫情带来的各种风险和麻

烦，老干部承受能力弱，压力大，有的烦躁不安，心理忐忑、不

知所措；有的心生恐惧、谈“疫”色变、疑被感染；有的紧张焦

虑、着急上火、行为反常；有的身体不适、功能紊乱，出现压力

相关性的疾病。

2.1.3 老年疾病严重损害

由于机体随着器官结构逐渐老化，会发生功能减退、免

疫力下降，患病可能性增加的情况，据有关资料统计，老干部

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平均 5~6 种，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命质量

和生活质量。慢性身体疾病长期对心理健康可造成一定影

响，常引起精神障碍和异常的心理变化 [2]。正值深度“两高

期”的离退休干部，大都年老体弱，特别是患有较为严重的

老年常见病、多发病的老干部，往往由于久治不愈、反复发

作而焦虑恐慌。老年人又是 COVID-19 易感人群和高危易

发人群 [3]，应特别重视。面对突发疫情，有的老干部小病不愿

不敢看医生，久拖酿成大病；有的老干部慢病急发，更不愿住

院治疗；有的老干部甚至出现发热、乏力、咽痛、咳嗽、呼吸困

难等症状，这些导致他们更容易表现出恐慌、厌烦、失眠、焦

虑、抑郁。

2.1.4 自身文化素质影响

经实践研究表明，文化程度、理想信念、道德观念、法纪

意识等，都会影响心理状态。文化程度高、理想信念坚定、法

纪意识强、德高望重，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心理，保持乐观的

心态，延迟衰老，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面对 COVID-19
疫情信息纷繁复杂、相互交织，具备高素质的老干部，能够

拨开信息迷雾、辨别真伪，相信官方媒体的权威信息，不信

各类博人眼球的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反之，有些老干部被

一些负面信息左右，易轻信谣言，自乱阵脚、恐慌焦虑，安全

感降低。

2.2 家庭因素

2.2.1 婚姻状况

有研究结果表明，配偶健在、家庭和谐、夫妻恩爱、婚姻

美满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明显优于配偶不在、未婚离婚、

家庭不和、矛盾复杂的老年人。老干部及健在的老伴在生活

中相互照顾、彼此关心、互诉衷肠、共享欢乐、共担忧愁，彼此

成为形影不离的“老来伴”和“精神家园”，这种配偶健在的老

干部产生孤独感和寂寞感的概率极小，配偶的情感支持和幸

福快乐、和谐美满的家庭对老干部身心健康具有保护意义。

对大多数人来说，婚姻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晚年夫

妻双方健在是人们晚年生活相互照料、相互依赖、精神抚慰

及经济支持的重要基础。正处于深度“两高期”老干部，老伴

仙逝的可能性加大，丧偶成为生活中严重的负性事件，沉重

打击老干部精神，极易引起老干部的负性情绪和心理创伤的

发生，从而导致焦虑症、抑郁症发生率显著上升。丧偶的老干

部长期过着孤独寂寞、单调乏味的生活，得不到情感支持和

精神慰藉，由此产生孤独、自卑、自怜、烦闷、消沉、郁郁寡欢、

不言不语等消极情绪，即所谓的“老年空巢家庭综合征”。由

于 COVID-19 疫情影响，子女长期不在身边，又不能经常过

来探视，干休所工作人员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上门服务明显

减少，致使“老年空巢家庭综合征”加重。这次疫情来势汹汹，

传播迅猛，波及全球，和谐完整的家庭、配偶的陪伴、生活照

料无疑给老干部战胜疫情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2.2.2 子女关怀

老干部年老体弱，慢病多发，健康水平持续下滑，加之参

与社会活动几乎没有，社会角色明显减弱，易出现孤独、寂

寞、焦虑、抑郁、烦躁、失落等负性情绪。老年人年事已高，依

赖家人的照顾越来越强，尤其是指望子女时时处处关注自

己、关心自己、关照自己，子女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造成老年人

心理不适。子女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及心灵交流无疑减少了

老干部的负性心理，子女为老干部在物质上提供资助、在生

活上给予照顾、在精神上予以慰藉，有利于提高老干部的生

活幸福感，有利于老干部享受天伦之乐，有利于老干部卧病

在床时得到倍加呵护，有利于促进老干部心理健康，有利于

老干部延年益寿和安度晚年。突如其来的 COVID-19 疫情，

军队干休所实行封闭式管理，子女关怀及良好的家庭功能出

现临时的真空和断档，子女对老干部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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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照料暂时缺失，导致老干部心理健康问题出现。

2.2.3 经济状况

经济保障是老年人生活的物质基础，直接影响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国家高度重视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的政治待遇、生

活待遇、医疗保障等，而且各方面待遇保障明显优于地方同

等职级的离退休老干部，按理说军队离退休老干部幸福指数

相对较高。但是中国人民传统家庭观念比较强，在某种程度

上，老干部的子女经济收入高低决定了老干部幸福指数的高

低。有的老干部子女退休金不高，有的老干部子女下岗待业，

有的老干部子女无固定工作、靠打零工、收入不高，有的老干

部子女还背负房贷、车贷的压力。受 COVID-19 疫情影响，有

的老干部子女不能复工复产，有的老干部子女因企业倒闭而

失去工作，这些状况直接加大老干部的生活方面压力，从而

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2.3 环境因素

2.3.1 社会参与度减弱

老干部因离退休时间较长、身患多种慢性疾病等原因，

不能参与社会工作，社会角色显著退化，参与社会活动明显

减少。老干部生活环境基本都在干休所营院，绝大部分时间

生活在家里，生活圈变得越来越局限，交友圈变得越来越狭

窄，生活方式越来越简单，生活内容越来越单调，这些现状使

老干部逐渐与现代社会脱轨。疫情期间，老干部生活圈、交友

圈变得更加狭小，只能宅在家中，几乎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

因囿于家庭小圈子而形成的孤独寂寞、焦虑抑郁、闷闷不乐、

不言不语、急躁易怒。实践证明，多参加社会活动有益于老年

人身心健康。老年人参与社会工作与活动，在适当的岗位上

力所能及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展示自身的价值，实现“老有所

为”，让晚年生活更充实、更具活力、更有意义，消除孤独、苦

闷等不良情绪。

2.3.2 负面情绪刺激

军队干休所本应是老干部的健康乐园，但共同生活在干

休所大院内，经常耳闻目睹昔日的战友、兄弟、同事及其家

人，有人身体疾病加重、去世都会影响老干部的情绪。加之

COVID-19 疫情期间规定：老干部生病住院不能探视，老干

部及其家（遗）属病逝后丧事从简，干休所工作人员也不允许

帮忙操办后事。这些都会加重老干部紧张、低沉、焦虑、抑郁

等消极情绪，从而影响老干部心理健康。

2.3.3 疫情信息的影响

这次 COVID-19 疫情突如其来，传播迅速，席卷全球，是

自 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流行病，感染

人数之多，死亡率之高，在还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大

家本能反应就是“怕”，心理学称之为“恐慌”心理。在疫情面

前，人们的衣食住行、工作、学习，生活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疫情发展态势不明朗，持续时间超出预期，信息过载

带来认知迷雾，西方媒体竭力抹黑污蔑中国，西方政客甩锅

中国，敌对势力借机炒作攻击，放大负面情绪，这些难免使老

干部产生心烦意乱、焦虑抑郁。

3 对策建议

3.1 发挥宣传教育优势

COVID-19 疫情发生以来，对老干部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产生了双重影响。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原则，中央军

委、国防动员部、警备区、干休所四级联动，强化老干部防护

意识，筑牢心理防线。多种形式开展“全方位、立体式”宣传，

通过应急广播、移动喇叭、科普视频、微信群、宣传海报、LED
显示屏、宣传橱窗、手机短信等方式在全所范围实现宣传全

覆盖，制作 COVID-19 疫情防控宣传手册，发放关于疫情防

控《致全体老干部的一封信》，把疫情动态、防控科普、心理健

康等内容不间断送到老干部家，打通疫情防控宣传的“最后

一公里”，形成良好的宣传教育氛围，确保疫情防控宣传教育

工作扎实有效，切实增强老干部抗疫必胜信心，筑牢克服恐

惧、渡过难关最好的“心理疫苗”。

3.2 健全“一对一”服务机制

COVID-19 疫情期间，根据老干部居住楼号、家庭关系、

身体状况、心态情绪、兴趣爱好、饮食习惯、生活需求、生活方

式、联系方式等具体情况，干休所应迅速建立健全“一对一”

服务机制。组建干休所联系服务保障小分队，由干休所领导、

现役干部、战士、文职人员、职工组成，明确职责分工，确保小

分队成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采取“一对一”“一帮一”形式，

建立“一对一”服务台账，发放“爱心服务卡”，积极开展精细

化、个性化、亲情化服务，明确提出“老干部的满意是我们的

最高标准、老干部的健康是我们的最大心愿”，最大限度地满

足老干部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努力提升老干部心理服务质量

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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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立完备社区心理服务机构

当前，中国许多社区的心理健康服务仅限于“纸上谈

兵”，有设想、有目标、有宣传，但不专业、不系统、不落实。现

有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实际上是社区工作中涉及老年

人工作时附带进行的，系统性、专业性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还很缺乏。同时，也没有相应的心理测量工具，没有专门的服

务场所，医学模式仍然是现阶段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的

主要形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军队干休所是现阶段

一种特殊的社区组织形式，坚持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借助

地方优势资源，把军队干休所纳入社区建设的总体布局规

划之中。因此，建议尽快建立完备的社区心理服务机构，主

要目标是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早预防、早发现、早

诊断和早治疗，尤其是能够有效处置和应对像 COVID-19 这

样突发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一系列的老年人心理健

康问题。

3.4 发挥社区网格员作用

借助社区网格化管理优势，将干休所纳入社区网格化管

理范围。网格化管理是加强 COVID-19 疫情防控的基础，加

强干休所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作用，将干休所

作为疫情防控的基本作战单元，注重运用基层网格化管理模

式，通过网格员宣传各种疫情防控知识和党中央、各级党委

政府的部署要求，增强老干部抗击疫情必胜信心。同时，干

休所要加强与街道社区密切合作，建立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充分调动发挥基层网格员的作用，织

密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切实保障老干部生命安全和身

心健康。

3.5 善于表达，释放情绪

疫情期间，老干部一旦出现负性情绪后，不要担心，不要

害怕，不要恐慌，更不要隐瞒，要敢于面对，善于倾诉，及时把

内心不痛快的感受和情绪情感的体验告知家人、战友，也可

以告知干休所工作人员，尤其是医护人员。善于倾诉、及时表

达是缓解压力、减轻痛苦的有效途径。如果实在不好意思表

达出来，就换一种角度看待自己的心理变化，或换一种方式

写下来或涂鸦画出来，这样也可以减轻老干部不愉快的体

验和负性情绪。释放情绪不是随便乱发脾气，而是采取适当

方式合情合理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达到自己心情舒畅的

目的。

3.6 善于接纳,改善认知

COVID-19 疫情防控期间，针对老干部每个人或多或少

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干休所医护人员要积极作为，迎难而

上，耐心细致地进行心理疏导，诱导老干部善于接纳自己的负

性心理，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水平，合理认知能使人理性看待

环境变化[3]。面对疫情，给自己的生活、学习、运动带来诸多不

便时，要积极关心，但不能过度关注，防止陷入越看越急、越急

越看的恶性循环，具备合理认知能力的老干部能够正确对待

疫情的发生、发展、演变与转归，掌握科学的防控方法，有效

缓解恐慌、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

3.7 合理安排生活

要注意把生活安排得有规律、有节奏，保证充足的睡眠、

合理的膳食搭配、适量的运动、积极乐观的心态，提高人体

免疫力。注重个人防护和环境消毒，有效防范新型冠状病毒

入侵，减轻 COVID-19 疫情带来的心理冲击，增强抗疫必胜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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