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生活追求催生新的养老需

求。受访人士认为，多元化的新型养

老方式正在从“60后”身上获得突破，

他们的养老愿景和边界从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医扩展为老有所

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这需要足够

的供给来支撑。如何精准深耕银发

经济的蓝海，扩大养老供给，构建老

龄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大课题。

当前养老产业和其他涉老产业

需要进一步有效供给、精准服务。肖

守渊举例说，可以为“60后”退休群体

打造出“在路上的银发经济”——文

旅部门统筹规划推出周期为几十天

的旅游线路，按不同主题串起景点，

各景点之间的接驳要做到无缝对接，

让老人有序地轻松旅游，也让景区、

餐饮等相关单位接待信息明朗、不打

乱仗。“全国只要有 1/10 的老人一年

有几个月在路上，餐饮、交通……市

场可观，而这块光靠个体旅行社零打

碎敲是难以做好的。”他认为，针对老

年人营养的配餐服务及相关产业也

是很有前景值得关注的。

针对“60 后”退休群体求知欲旺

盛，但老年大学普遍“一座难求”的情

况，受访人士认为，可在加大投入扩

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同时，依托社

区、乡镇现有资源就近施教，办好家

门口的老年教育，也可引入社会力量

办学，鼓励老年人自发组织办学等保

障城乡“60后”退休群体老有所学。

翟振武、肖守渊等人士认为，“60
后”退休群体普遍有较强的责任心、

时间观念和执行力，善用他们，为老

有所为量身定做就业服务可形成一

股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要健全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老年人劳动就

业权益和创业权益。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

李美娟 贾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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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赛) 近日，玉林市德行天

下义工协会的义工和志愿者、爱心企业家等三

十多人来到福绵区十丈村，开展敬老送温暖活

动。

在村委大院里，志愿者们热情地搀扶 30位

十丈村 85 岁以上的老寿星坐下，嘘寒问暖，给

老寿星们表演了舞蹈《礼》《感恩的心》，诵读《孝

经》，随后给老寿星们围上红围巾，端上刚煮好

的热汤圆、水饺一起品尝，和他们畅谈新年愿

望，并送上新春对联、大米、糕点等慰问品。老

寿星们高兴地和大家放声高唱《我和我的祖

国》，欢乐的气氛让大家忘却了冬日的寒冷。

“60后”退休群体
撬动“不一样”的养老服务业

上世纪60年代生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人口出生高峰期主体人群，总量约2.45亿人。岁月如梭，当年的“婴儿潮”正在变

成“老龄潮”——他们正以每年2000多万人的速度陆续退休。这意味着未来10年内，我国将迎来史上最大的“退休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懂科技、爱时尚、会享受、肯消费……与

“传统老人”相比，“60后”退休群体将为养老观念和养老方式的更新迭代注入怎样的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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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黄昏，江西宜春明月

山景区的温泉池中，氤氲水雾里

交杂着各地方言，互相分享旅途

感受时，方言便转换为普通话，

“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嘞！”“白天

去了羊狮慕，爬了明月山，晚上泡

一泡温泉，蛮惬意……”

“来此旅游的‘60 后’退休群

体越来越多，而且基本上是短期

游，这些活力老人‘流动’得快。”

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文旅局负责人陈子巍说，“60
后”退休群体旅游不拘泥于拍照、

看风景，还舍得花费，会办月卡、

年卡泡温泉，也会喝咖啡、品茶。

景区一咖啡厅服务员告诉记者，

来店里消费的人大多五六十岁，

贵的咖啡也经常有人点。

江西省卫健委老龄健康处处

长肖守渊说，大批“60 后”退休群

体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品茶、美

食、旅行、运动……“说走就走”成

了他们习以为常的事。

卸下朝九晚五的职场羁绊，

不少“60 后”回归本心，重视内心

需求。“60 后”王琴芝正在南昌市

老年大学学习吉他、萨克斯、手风

琴，“年轻时很羡慕别人会吹拉弹

唱，一退休我就来圆梦了，以后还

打算学古筝、古琴”。王琴芝说，

每次来上课都要背着乐器骑20多

分钟的电动车，但不觉辛苦，“退

休后我变得更忙了，快乐地忙

碌”。

南昌市老年大学校长邾更亚

说，在近万名学员中，年龄在53岁

至 62 岁的“60 后”学员占比最大、

达 47.5%，声乐、时装、摄影……80
多门课、406个班供不应求。

刷短视频、网购、追网文……

伴随着互联网普及一路走来的

“60后”更容易获得“触网”的快乐

与便捷。今年62岁的南昌居民王

美华向记者展示她的短视频账号

“俊美水兵舞”时喜不自胜：“我已

经发视频作品1100多个！”从公司

退休后她便教人跳水兵舞，发短

视频成了她的闲暇爱好。

肖守渊认为，“60后”逐步进入

老年后，人们对老年群体的认识、

应对、接纳都会有所改变。

“无论是知识、财富、眼界、阅

历、能力，还是生活习惯，‘60后’与

此前的老人都有很大区别，现在坐

在公园下棋、打麻将的比上一代少

了，刷短视频、玩直播、抱团旅游的

多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

学系教授翟振武说：“即使是没有

读过大学的，他们也普遍有城市生

活工作的经历，造就了开阔的眼界

和全面的能力。”

受访人士归纳，“60 后”有些

“特殊”：参与并推动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产生了恢

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是响应计

划生育子女负担较轻的一代人、是

目前资产较多消费潜力较大的一

代人……这些鲜明的群体特征，让

他们与“传统老人”相比，呈现着不

一样的状态和心态。

今年 60 岁的文娅来自浙江义

乌，她说，身边越来越多的“60 后”

不再像父辈那样从五六十岁就开

始带孙辈然后慢慢更老，他们注重

自己精神快乐的意识更强，有些

“60后”宁愿出钱请保姆带孙辈，也

不愿意完全牺牲自己的享乐时

间。王美华的独生女已成家，老公

虽中风但一直请人照顾着，家庭负

担并不重的她每周教三四百个学

员跳水兵舞，乐在其中的她说：“我

老公也并不希望我只围着他转，跳

舞带给我快乐。”

“60 后”南昌市民王晓媛经常

与朋友结伴旅行，她说：“养老内涵

随时代发展变得更加广阔，退休是

我们职业生涯的终点，也是我们人

生第二段好时光的起点。”

旅游、圆梦、短视频……多彩的“初老”生活

“不一样”的“60后”退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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