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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有意愿，养老机构积极性高

“不是大城市住不起，而是小城市更有性价
比”——近两年，跨城养老的老年人越来越多。这些老
人离开原来的居住地，搬到周边环境良好、生活成本较
低的市县居住生活，还有人跨城入住养老院，开启新的
晚年生活。

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一体化加快，城际交通
更快捷，使跨城养老成为一种养老新趋势。

搬到环境更好、物价更低的市县居住生活

跨城养老成为新选择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人口
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与其
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
有两大显著特点：

一是基数大、速度快。国
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2023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
上人口超2.96亿。专家预计
这一数字在2035年前后将突
破4亿，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
约5亿。

二是底子薄、负担重。专
家分析，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已处
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而中国老
龄化是在人均国民收入较低
的情况下出现的。近年来中
国人口老龄化还出现了城乡、
地区差异加大等情况。这些
因素交织叠加，对中国应对人
口老龄化提出了新挑战。

跨城养老，能均衡区域养

老资源配置，也能更好满足一
部分老人的乐养需求，未来有
望成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重要方式之一。

当下，银发一族的养老需
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
业内人士指出，一家能够承载
跨城养老需求的机构一定有
过硬的服务能力。老人选择
跨城养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同样的价格能够购买到更好
的服务。在提供医疗养护等
方面服务的基础上，还应满足
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专
家建议，可着力推动优质公共
文化资源从中心城市向周边
城市延伸，统筹区域医疗、文
化、体育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
设，建立公共服务协同配套推
进机制，从而进一步缩小区域
内公共服务差距。

目前，中国机构养老处于

起步阶段，市场竞争较弱。从
数量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拥
有少于99张床位的微小型养
老机构2.1万家，拥有500张床
位以上的特大型养老机构只有
1000多家。从养老机构类型
来看，以福利院和敬老院为主
的公办养老机构占了半数。

为更好满足老年人养老
需求，《“十四五”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
施方案》提出，支持示范性普
惠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支持党
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所
属培训疗养机构转型发展普
惠养老项目。

随着交通和政策畅通、区
域经济发展差距缩小以及养
老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跨城养
老这种新型养老模式有望受
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喜爱。

（人民日报海外版）

老年人选择“跨城养老”，
一方面是因为性价比较高，另
一方面则是因为城乡发展差
距进一步缩小、区域一体化发
展让“跨城”更便利。

采访中，多位老人告诉记
者，自己在跨城养老时首先会
考虑环境和成本。

选择在广东惠州养老的
深圳市民陈阿姨说：“晚年生
活就是用来享受的，首先要环
境好。”她所说的环境，一方面
指的是自然环境，例如小区
大、绿化好；另一方面则是居
住环境，例如医院、超市、银行
等配套设施齐全。

在成本方面，大城市养老
成本高，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
入住养老院，对家庭来说都是
一笔不菲的开支。老年人选
择去邻近小城市居住，既可以
减轻经济压力，又方便在大城
市工作的子女就近照顾。

刘大爷说：“我们买房已
经有六七年了，眼见着小区

周边的便利化设施越来越丰
富，蓟州区的发展越来越
好。对于退休老人来说，这
里的生活和大城市没有什么
不同。”

区域一体化发展让跨城
更便利。以京津冀为例，京津
冀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相邻
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基本
形成。截至2023年末，京津
冀地区高铁总里程达到2576
公里，实现对区域内所有地级
市的全覆盖。截至目前，京津
冀“定制快巴”已开通6条主
线、36条支线，客运总量突破
100万人次。“我现在春夏秋
季住在蓟州区盘古卫城小区，
与北京平谷相邻，京平高速到
小区门口。等2025年地铁平
谷线开通，交通就更便利了。”
贺大爷说。

医疗方面，京津冀推动社
保“一卡通”建设，区域内的三
级和二级定点医疗机构被纳
入互认范围，医疗机构实现跨

省异地就医普通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区域内异地就医实现

“同城化”。长三角地区异地
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已覆
盖41个城市超2万家医疗机
构，就医免备案直接结算等医
保事项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内同城化。

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等地
正在积极探索区域一体化养
老。今年 3月，北京市民政
局、天津市民政局和河北省民
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京津
冀养老政策协同的若干措施》
的通知，提出同等享受三地扶
持政策支持。京津冀区域获
得等级（星级）资格的养老机
构，符合三地相关政策条件及
适用范围的，可同等享受失能
老年人入住机构床位运营补
贴、政府购买服务、医养结合、
人才培训等支持。京津冀各
级民政部门应依据各自扶持
政策给予相应等级（星级）养
老机构支持。

在天津盘山脚下，有
一片居民区。小区的入住
率近八成，大部分为京津
冀住户，其中来自北京的
居多。64岁的北京市民刘
大爷说：“在这里买房就是
为了养老，看中了这里环
境好、物价低。”刘大爷告
诉记者，小区有便利店，每
周县城里还有集市，可以
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55岁的陈阿姨与子女
一同住在广东深圳，正谋
划着退休后到惠州养老。

“我老家在北方，气候环境
不如南方温润舒适。但如
果在深圳养老，成本有点
高。惠州距离深圳车程不
超过2小时，房价物价也
低，就决定在这里买房养
老了。”

在异地安家住得惯
吗？是否会感到孤单？

“好几位老同事、老朋
友也在这个小区或者周边
小区买了房，大家时不时
串个门、聚个餐，不感觉孤
单。”刘大爷说，“子女每半
个月来一趟，他们从北京
过来1个多小时就到了，
挺方便的。”

为什么选择跨城养
老？

“我在北京住的是楼
房，一直想有个小院，种种
菜、养养花。”刘大爷天津
家里的小院有100多平方
米，一半用来种花，一半用
来种菜，既有赏花的浪漫，
也有田园的趣味。“我家有
一条10岁的边牧，在北京
每天只能晚上在小区里遛
遛，但是在天津自家院子
里它可以撒欢，它也过上

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67岁的北京人贺大爷

同样选择在天津蓟州区养
老。在他看来，这里不仅
有盘山风景区可以登高望
远，还有独乐寺、千像寺造
像、黄崖关长城等风景名
胜，休闲娱乐选择较多。

“我们邻居有很多都是北
京人。退休了把北京的房
子卖了或租出去，住在这
边。大家有时约着一起爬
爬山、打打牌。”

还有人选择跨城住进
养老院。

天津市武清区养老护
理中心是天津首批京津冀
养老协同发展试点单位之
一，目前有72位北京老人
入住。这些老人中有的是
从北京市昌平区的养老院
搬过来的，看中了这里的

“屋”美价廉；有的是老两
口一起入住，看中了三室
一厅的大户型和贴心服
务。离北京更远一些的河
北省秦皇岛市燕达金色年
华健康养护中心，一个月
只要4000多元就能入住，
配备了护士、西医、中医等
专业人士为老人进行健康
体检和慢性病管理，还有
多种社团活动满足精神文
化需求。

老年人意愿高，养老
服务机构承接积极性也
高。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
示，截至2023年底，河北
省养老机构收住京津户籍
老人近5000人，到河北社
区养老的京津户籍老人接
近4万人，京津户籍老人
来河北旅居养老达59万
人次。

探索区域一体化养老

有望成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