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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退休，每天出门，老公女儿以为她去跳
广场舞了，结果，她去说脱口秀了。”长沙市政协主
席陈刚曾为长沙代言，提到了一位“只应长沙有”
的中老年人——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热门选
手、58岁的黄大妈。

退休前是长沙一家大型商业公司基层工会主
席的黄大妈说，“脱口秀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我
一直觉得不管推开哪一扇门都会看到不同的风
景，讲脱口秀是我的同龄人可能不会去推开的那
一扇门，我推开了，那我就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风
景。”

另一位大妈级的网络主播说：“忘记年龄！开
开心心做抖音！60后的我在抖音找到存在感。”

60后确实看到了不同的风景。在工作年龄
段，他们亲历改革开放40余年，特别是互联网与
移动互联网大潮，让他们的退休生活显得更加多
元化。

杨舸认为，相对于以前的老人，60后有更强
的消费能力，而且人数有规模效应，今后会给养
老产业、医疗健康、旅游产业等带来新的增长潜
力。

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银发经
济崛起——2021老年用户线上消费报告》显示，
2021年前3个季度，56岁以上用户在旅游度假上
的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10倍。此外，老年人在新
型家电上的消费也明显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旅游绿皮书：2020~
2021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显示，有超过
23.9%的60后个人旅游消费开支超过5000元，高
于70后、80后，也高于90后、00后。

尽管暂时没打算离开工作岗位，黄伟还是设
想过今后悠闲自在的生活，为此，他几年前在湖南
浏阳农村与当地村民共建一套住房，租期20年，
村民平时自住。等到正式退下来，他期待着归隐
田园。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老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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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年人新老年人””如何养老如何养老？？
“到了退休的年龄，回头再来看我们这代人，好

像还挺特别的。比如说，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参加
工作的第一代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第一
批打工者、第一代承受独生子女压力的人。”60岁
的黄伟前不久从湖南一家国企办理了退休手续。

黄伟的总结大体是这个群体的素描。正因为
这些时代烙印与群体特征，像他这样的60后——
20世纪60年代出生，如今60岁左右的人们，被称
为“新老人”，近年来陆续进入退休年龄。

60后是一个超级庞大的群体。统计数据显
示，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人口出生高峰期，人口
出生率超40‰，总出生人口数为2.45亿，其中，
1963年出生人口最多，达2934万人。

这意味着60后将以每年2000多万人的规模
进入退休年龄，有媒体将此称之为“史上最大规模
退休潮”。

黄伟自称是时代的幸运儿。读大学时，他
们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毕业分配工作到大学教
书，成为教授，在业内颇有名声；20年前，他转
型去了一家大型企业，成为上市公司高管。

尽管已经开始领退休金，黄伟仍在公司照
常上班，其收入远高于退休金。他说，在这家
公司，像他这样的60后同事还有不少，继续担
任着重要岗位。

58岁的邱小英退休前是一名事业单位中
层干部，她说：“我觉得现在才是干事创业的最
佳年龄，工作经验丰富、社会资源多，而且孩子
们都大了，没有家庭顾虑，一心扑在工作上。”

“如果不上班，天天在家里，我可受不了”，
邱小英说，“从更大范围来说，我觉得现在完全
不干活只拿退休金，是浪费国家资源。”为此，
她退休后又去了一家民营企业担任管理人员，
干劲十足。

相对于城市里的同龄人，农村60后的生
活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农村人哪有退不退休的，该种田还是种
田。”63岁的杨桂荣说，两个孩子一个远在南
京，另一个在当地县城买了房，他自己则住在
乡下老家，种田栽果树，养鸡养鸭。

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不像年轻的时候
要拼了命地干农活养家糊口，“现在是干点‘养
生活’，想做多少就做多少，想什么时候做就什
么时候做”，每年的收成也算不错，“不用买米，
小菜也够吃，上街称点肉才要花钱”。

杨桂荣的小学同学尹鹏非常怀念几年前
在一所高职院校当门卫的工作，“做了5年，晚
上做门卫，白天在餐厅帮忙，拿两份工资，一个
月到手有5000多块钱。”虽然节奏有些紧，他
还是强调，“年龄大了，反正睡不着，有8个小
时休息也够了。”3年前，临近60岁的他被辞
退，“学校说是要遵守劳动法，我不能再接着
干。”

不过，回到乡下老家的尹鹏并不缺活干。
“现在，60多岁在农村算年轻的，只要愿意做，
就有人喊你做工”。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就业人口中，60岁以
上人员占比为8.8%。某招聘平台数据显示，
2022年以来，该平台上活跃的55岁以上求职
者数量同比上涨27%；岗位描述里明确“欢迎
退休人员”的岗位同比上涨33%。

同时，老年就业得到了政策层面更多支
持。《“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
体系规划》指出，加强老年人就业服务，鼓励各
地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为有劳动意愿的老年
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
导服务。支持老年人依法依规从事经营和生
产活动，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按照单位按需聘
请、个人自愿劳动原则，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合
理延长工作年限。

59岁的王建军去幼儿园接儿子的时候常
被误会成爷爷，次数多了，他慢慢习惯。一直等
到二胎政策放开，他才有机会实现二胎梦。当
时，女儿已经大学毕业。

王建军说，像他这样追求二胎的同龄人虽
然不多，但身边也有小群体，“我们赶上了计划
生育政策特别严格的时代，夫妻两个又都在体
制内，想生二胎不容易。”

56岁的薇姐去年退休了。她说年轻时夫
妻都忙于工作，没要小孩，直到自己45岁才生
一胎，现在儿子11岁，正读小学五年级。“退了
休，就是管孩子；不过，别人是管孙子，我是管儿
子。”薇姐说，至于养老，既很现实，也很遥远。

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杨
舸表示，相对于40后、50后的多子女家庭，独
生子女政策让60后在退休之时有更多的积蓄、
更轻的家庭负担。

而在黄伟看来，“我们这代人，养老更多靠
国家、靠自己，养儿防老有点谈不上。如果现在
不上班，我现在的退休金要生活是够了”。

身在农村，收入微薄的杨桂荣目前也没考
虑靠儿子养老，现实考虑就是孩子经济压力大，

“他在县城买了房子，每个月要还房贷，能不给
孩子增加负担就不错了”。

更重要的是，作为改革开放后参加工作的
第一代人，60后普遍有更厚实的积蓄，能支撑
老年生活。

央行发布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
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户主年龄为56～64 岁
的家庭户均总资产最高（355.4万元），且户主年
龄为65岁及以上居民家庭投资银行理财、资
管、信托产品的均值为23.9万元，是总体平均
水平的1.4倍，远高于其他年龄段水平。

未来，选择专业养老机构的60后也会有更
大的选择空间。据规划，“十四五”期间，全国养
老服务床位总量目标是达到900万张以上。

“现在才是干事创业最佳年龄” “养老更多靠国家靠自己” “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