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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旅居养老成为老人心目中的诗和远方

家住上海市普陀区的顾奶
奶，一直想去旅居养老。她告
诉记者，自己跟着姐妹团考察
了全国多地的养老院，准备“换
着地方住”，边住边旅游。

年过七旬的黄老伯和许爷
叔，已经在做旅居养老的准备。
与顾奶奶不同，这两位老人都决
定自行解决居住问题，在心仪城
市买好了小户型住宅。

在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发布
的《旅居养老服务机构评价准

则》中，旅居养老定义为老年人
在常住地域以外的城镇旅行并
居住，单次旅居时间超过 15
日，并在旅居过程中享受各类
适老服务，进行养老的生活模
式。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教授陈体标一直关注旅居
养老的发展。日常调研中，他
发现，在深度老龄化的上海，
不少老人对旅居养老心存渴
望。但在体验者的反馈中，

“居”是有了，“旅”和“养”还差
一点。

根据今年中国旅游研究院
发布的《中国老年旅居康养发
展报告》，“十四五”（2021-
2025）末，我国出游率较高、旅
游消费较多的低龄健康老人将
超过1亿。“也就是说，旅居养
老其实存在庞大的市场需求，
这就意味着，背后的供应链空
白点需要一一衔接。”陈体标教
授说。

当旅居养老成为老人的诗和远方——

“居”是有了，“旅”和“养”还差一点

在走访上海老年家庭和养老院的过程
中，社会工作者汪群群发现，出生在人口高
峰期的50后、60后陆续退休，老人们对待
晚年生活的观念也在转变，从过去的“养
老”变成了“享老”。她告诉记者：“特别是
那些退休金充裕、具备良好经济基础的老
人，他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旅居养老就是
他们重点追求的一个方向。”

在与老人的交流中，汪群群发现，老人
们心目中的旅居养老不是打卡式的旅游，
而是慢节奏的深度体验，他们期待在此过
程中满足情绪价值和精神需求。

怎样才算真正的“旅居养老”？在陈体
标教授看来，旅居养老是一种结合了养老
和旅游的新型养老方式，“旅居”是将居住
与旅游元素结合，“养老”则是养老服务。

“我了解到，很多上海老人去外地旅居养
老，而外地也有不少老人来上海旅居养
老。”

他分析，顾奶奶和老姐妹们根据季节
“换着地方住”的想法，属于旅居养老中常
见的“候鸟式”。理想的候鸟式养老需要整
合资源，提供“吃住行游”一站式服务。“目
前来说，一般的养老院能保证‘吃住’，但在

‘行游’上还需下功夫，除了旅游管家和短
线旅游，还可以设计长线行程和陪护服
务。”

黄老伯和许爷叔异地购房养老，期待
的是另一种常见模式“社区式”。“完善的社
区式养老，应当构建包括老年住宅区、购物
中心、医院、文体场所等多种业态，引入便
捷的交通，形成功能齐全的产业链，从而为
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对于黄老
伯、许爷叔来说，在住宅小区周围充实配套
业态，是实现养老环境的关键。”陈教授说，

“当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针对这些小区，
面向老年人开辟旅游专线，将旅游服务送
到老人身边，填补空白。”

面对旅居养老这片蓝海，如何为老年
人提供更多个性化、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陈教授建议，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吸
引社会资本进入旅居养老产业，同时加大
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力度，开发更丰富的养
老服务产品。“这些，都是国内旅居养老产
业中亟待充实的内容。”

（新闻晨报）

“大半辈子过去了，什么时候
能为自己活一次。”

年轻时忙着兼顾工作和家
庭，退休后忙着带孙子，顾奶奶的
人生重复着很多人的轨迹，“就是
少了自己的时间。”等孙子不再需
要自己照顾，顾奶奶决定出去走
走、看看，到不同的城市居住，顺
便旅游。用当下的热词来说，就
是“旅居养老”。

孙子是顾奶奶一手带大的，明
年中考。为了照顾孙子，顾奶奶和
儿子媳妇一家同住。“等他考上高
中，我就自由了，不用和他们住一

起了。”但顾奶奶并不想一个人搬
回老房子，“老伴走了好几年，我嫌
独居太冷清。”

“旅居养老”的想法，最早是老姐
妹提出的。老人们联系了四川、云
南、海南、山东等地的养老院，听说可
以短期居住，决定每过几个月在不同
地方换着住，“这样玩起来方便，周边
城市都可以带到。冬天在南方避寒，
夏天去北方避暑。”顾奶奶估算，自己
的退休金能够覆盖养老院的居住费
用和旅费，无需向儿女伸手。孙子中
考完成，她就准备出发。

他乡的风景是顾奶奶心目中

的诗和远方，也是黄老伯、许爷叔
的盼望。黄老伯祖籍北方，爱吃海
鲜，干脆在威海买了套海景房。他
说，他也考察过养老院，“但人家食
堂的饭菜不能都照我的口味来做，
还是自己住、自己烧比较好。”

许爷叔是上海本地人，喜欢
钓鱼，重视生活品质。尽管爱人、
女儿都不赞成，他还是在南通买
了房。“我的理想就是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我算过，住高品质的
养老院，每月费用也在万元以上，
开销不小。不如自己买房，作为
固定旅居点。”

面对蓝海，产业链亟待完善

体验者反馈：“居”有了，“旅”和“养”还差一点

顾奶奶的姐妹团里，已经有人
先行一步体验旅居生活。

67岁的李奶奶和老伴一起出
发，第一站是云南。他们发现，普
通的养老院里，吃、住、基础照护
功能都能满足，但养老院的位置
不在景区，出去玩需要自己规
划。“今天去哪、明天去哪，路线怎
么安排，坐什么车，三餐在哪里解
决，都要自己规划。我们毕竟不
是当地人，情况不熟悉，手机虽然
会用，但没有年轻人熟练，自己做
攻略还是有点吃力。”更何况，养
老院有自己的管理制度，出门都
要请假，结束后要回来报到，老人
感觉“并不是很自由”。

同样是去了云南，70岁的卢奶
奶选择了昆明市郊的一家康养园。

“除了基本的吃、住，这里还有医疗
站、护士站、图书馆、舞蹈教室，收费
当然也比普通养老院高一些。”

这家康养园的特点是，每周组
织老人外出游玩一次，由旅游管家
提供全程服务，老人按需报名。目
前，卢奶奶已经跟着去了昆明斗南
花市、玉溪抚仙湖、大理洱海，“都
是短途旅游活动，地点在昆明当地
或周边城市，这样的旅游频次比较
适合老人。”她还向旅游管家提出，

“我自己还有一些想去的地方，能
不能帮我个人定制短途的旅游线
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

选择在养老目的地购房的黄
老伯和许爷叔，今年夏天分头去了
新房所在的城市试住。在当地，两
人都遇见了同样怀有旅居养老想
法的老年人群。“比如在南通，就是
我住的那个小区，就有不少老人是
从上海过来的。”许爷叔说。

不过，两位老人发现，这种状
态只能算异地居住。“居”是有了，

“旅”和“养”还差一点。吸引旅居
老人的新房往往位于新区，离主
城区较远，出门交通不够便捷，周
边配套的文体场所、医疗机构、体
育馆、卖场超市也还有待建成和
开放。“老人们期待，这些方面都
能得到改善。”

（（黄山日报黄山日报））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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