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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团化身“真香团”

“第一次其实是属
于‘误入’的，但是体验
过之后觉得‘真香’！”小
朱是一名大三学生，今
年暑假的时候正流行

“特种兵”式的旅行方
式，于是她和闺蜜准备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不过，为了节约路
上的交通时间，两人还
是报了个旅游团：“我们
去的是云南，当时说只
要最近成行的团就行，
到地方后我们自由行，
然后就进了一个‘老年
团’。”小朱告诉记者，出
发当天，她看到自己团
友时都惊呆了，自己和
闺蜜像稀有物种一样，
吸引了爷爷奶奶们的目
光。

不过，接下来的旅
程却让两人觉得格外舒
适。因为团里都是老年
人，作息时间比较宽松，
也不赶路，原本小朱两
人计划到昆明后住一
晚，第二天开始特种兵
打卡，但是看到行程单
后决定先跟着体验一
番，毕竟“来都来了”。
从上旅游大巴开始，大
爷大妈们就格外关照团
队里的两位“小孙女”，
聊天、拍照、塞零食，“基
本到目的地的时候，我
们家什么情况都被他们
掏出来了”。等到了景
区，大妈们更是拉着小
朱她们拍照，要是拍得
合心意，一口一个“小美
女”“人美拍照也好”，一
顿“彩虹屁”把两人捧得
直迷糊。到了吃饭的时

候，还生怕两人吃不饱，
一个劲地夹菜，让小朱
想起小时候“奶奶觉得
你饿”的感觉。

回想那次经历，小
朱表示，一开始决定跟
团玩两天的时候还担心
玩不到一块，但是没想
到大爷大妈们治好了自
己的“社恐”，需要购物
的时候还会帮自己砍
价，拍照的时候姿势比
自己两个小年轻还多。
相比过去赶场子打卡的
旅游方式，她突然觉得
这才是旅游的意义。今
年十一假期，她带着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4名老
人又来了次“夕阳旅行
团”。

在社交平台上，类
似小朱这样的例子并不
少见，很多人分享自己
的体验心得，表示“节奏
慢”“被大爷大妈宠着”

“去老年团当团宠”“超
级解压”……不过，与网
络上猜测的年轻人“蹭”
老年团是因为性价比高
的原因相反，记者从旅
行社了解到，在无锡，通
常子女带老人一起出
游，反而会选择品质高
的团队游。“现在，无论
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
很注重品质，‘老年团团
费低’都是以前的老说
法了。”春秋国际旅行社
副总经理史玲玲介绍，
愿意抽出时间参与老年
团，与父母一起出游的，
都是有孝心的子女，自
然希望与父母一同享受
旅行。

“蹭老”式消费悄然流行
年轻人直呼“真香”，也有人质疑挤占老年人的资源

出行旅游报“夕阳红”旅行团、不想在家
做饭就去社区食堂解决，甚至去“蹭”原本为
老年人准备的课程……最近，年轻人中有一
股“蹭老”式的消费风兴起，并且有越来越旺
的趋势，还有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上晒自己
的体验。

不同于“蹭”旅游、“蹭”吃
饭，年轻人涌入老年大学一事引
起了更多讨论，有网友认为这一
行为挤占了原本属于老年人的
资源、福利，报名的年轻人多了，
老年人报不上名怎么办？

搜索资料发现，有的老年大
学已经拿出举措，比如，在报名时
设置年龄限制，优先保证老年人
的入学资格，如无锡市老年大学
的招生简章就显示，招生对象为

男年满55岁，女年满50岁，80岁
以下能自主学习的退休人员。若
是细究，其实不用过分纠结于这
种担忧，毕竟老年大学本身就是
为退休人员量身设计的，课程主
要都安排在周一到周五，仅这一
条已经筛掉了大部分上班族。

10月18时，网络上出现了
一条热搜“年轻人开始反向消费
了”，说年轻人不再追求“贵就是
好”，而是更注重性价比，“蹭老”

式消费其实也是如此，这一届年
轻人不抠门、不吝啬，但同样希
望能“花小钱办大事”。以老年
大学为例，在保证老年人优先的
前提下，若还有多余的名额，向
全年龄段开放又有何不可，既满
足了年轻人的学习需求，也让老
年人有机会交到同窗忘年交。
这样，老年人与年轻人各得其
乐，其乐融融，何乐不为呢？

（晚报记者 甄泽 张颖）

除了“蹭”旅游、“蹭”吃喝，
记者发现，原本为老年人准备
的老年大学也挤进了不少年轻
人。据武汉媒体报道，当地老
年大学部分课程不限制年龄，
因此涌入了不少20来岁年轻
人，坐在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
中间，一边学习琴棋书画，一边
调侃自己“ 少走了 30 年弯
路”。据悉，不同于已经具备了
一定经济实力的上班族，对于
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往往
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来
源来支撑他们追求高品质高强
度的休闲活动。而这时，慢节
奏、低价格的老年大学对年轻
人的接纳，就成了他们排遣压
力、丰富业余生活的一种比较
灵活的休闲方式。此外，一些

社区为丰富老年人而开办的书
法、插花等课程，同样受到很多
年轻人的青睐。

此种“蹭老”式消费为何会
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有
社会学人士认为，“蹭老”式消
费除了成本低，在消费过程中，
还可以滋养出亲密的人际关系，
年轻人通过他们独特的贡献或
分享，体验多元的生活方式。同
时，慢生活是当下很多年轻人所
向往与憧憬的，和老人作画，和
老人唱歌，和老人互动，可以极
大程度地改善年轻人和老人双
方的孤寂感。年轻人的活力，老
人的经验，两者充分融合，对消
弭或缓解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
代沟具有重要的意义。

“消费方式分年龄阶段也

是相对的，不排除一部分是重
合的，即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
有部分重叠或共识，比如，部分
老年人也爱穿花哨点的衣服。”
江南大学法学院社会心理学教
授王君柏分析，消费方式重叠
的原因，一方面可以从经济角
度考虑，因为人们做出一个选
择的时候，经济的因素具有决
定性，即只要是经济可行的，就
会有市场；另一方面，现代通
讯、资讯的发达，一定程度上缩
小了年龄之间的认知差。王君
柏解释说，不同年龄段之间的
共同行动，对于增进年轻人与
老年人在思想观念、消费习惯、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理解与交
流，促进代际共融，都有积极的
作用。

在梁湖南苑小区的社区食
堂内，与一般人印象中的全是
老年人来用餐不同，这里常常
有年轻人、小朋友的身影。“食
堂针对全年龄段的居民。”物业
工作人员介绍，周末时，来食堂
用餐的年轻人会更多，还有老
奶奶带着孙子一起来用餐的，
十分温馨。

社区食堂，有的地方称为
“老年食堂”，是年轻人们又一
个爱“蹭”的地方。中午时分，
记者来到滨湖区一处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不算大的食堂内，
十来名老人坐在一起吃着午

饭，工作人员在一旁清理餐厨
垃圾。当天中午的伙食有酿面
筋、鸭腿、包菜、番茄炒蛋等七
八道菜，价格3到10元不等，中
心还有一些打包好的盒饭以供
购买。现场的老人们表示，这
个价格不算贵，中午在家不用
做饭，比较方便，像这样政府参
与的社区食堂吃着也更放心。

店内工作人员表示，虽然
他们是老年人照料中心，但并
非只接待老人，平时也有年轻
人过来吃饭：“小区里租住的一
些年轻人，不想在家里做饭就
会来这里吃，最近人还挺多。”

工作人员表示，因为照料中心
只有中午提供伙食，之前有名
租住在小区的外卖员还遗憾地
表示：“如果晚上也能提供就好
了。”

在另一家社区食堂内，记
者遇到了一名正在吃饭的年轻
上班族，据其介绍，他刚在附近
买了房子，目前独居在家，一般
不会在家里做饭，都是点外卖，
后来是听说社区里有食堂，离家
又不远，就时不时过来吃上一
顿：“现在年轻人也注重养生，不
能老吃外卖，社区里吃总比外卖
让人放心，价格还便宜。”

社区食堂不只是“老年食堂”

“蹭老”式消费各有收获

“蹭老”能否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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