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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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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正以不可忽视的力量重塑消费
市场版图。采访过程中，记者深切感受到，老
年人不再是传统印象中节衣缩食的群体，而
是消费升级的“新势力”。他们的选择背后，
既有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映射出社会老龄
化背景下产业转型的趋势。

退休后的张大爷将足迹从丽水周边延伸
至新疆阿勒泰，赵阿姨每年至少一次“说走就
走”的旅行——这些案例颠覆了老年旅游“低
价走量”的刻板印象。旅行社负责人王燕告
诉记者，如今的老年游客更看重安全、服务和
个性化体验。摄影团、美食团、怀旧主题游等
产品应运而生，折射出老年人对精神富足的
渴求。与其说这是市场的升级，不如说是一
场代际对话：子女通过支持父母旅行，传递着

“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的温情。
汤阿姨在凤凰传奇演唱会挥舞荧光棒的

身影，成为银发族拥抱文化消费的缩影。这
种转变，互联网短视频的“情感教育”功不可
没——那些子女带父母看演唱会的片段，通
过算法悄然叩开老年人的心门。当《最炫民
族风》响彻体育场时，汤阿姨不再是屏幕外的
旁观者，而是与年轻人共享狂欢的参与者。
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路径，揭示了数字
时代的情感赋能：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代际
共情的桥梁。

周爷爷家中的防滑地砖和智能手环，是
适老化改造的微观写照。政府补贴与市场创
新双轮驱动下，改造从“补救式”安全防护转
向系统性生活品质提升。民政部门提出的

“家庭养老床位”构想，更是将专业照护嵌入
日常空间。这一切的背后，是对老年人独立
生活的尊重——养老不再是“将就度日”，而
是“讲究生活”。

丽水的实践印证，银发经济绝非简单
的“老年人生意”，而是社会资源再分配
与价值观重构的过程。老年人消费力
的释放，既需要市场提供精准服务，也
依赖政策引导与代际支持。事实上，
老龄化社会并非负担，而是孕育新
机遇的土壤——关键在于，消费
市场能否以更开放的眼光，回
应“夕阳红”的物质与精神诉
求。

静下心回应
“夕阳红”的诉求

记者 徐子涵

进入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成为最被看好的产业。其范
畴不仅包括传统的衣食住行等实物消费，还触及了健康管
理、医疗保健、护理康复、家政服务、养老金融等服务消费，甚
至延伸至文化艺术、体育休闲、娱乐社交等新兴消费领域，形
成了一个错综复杂、覆盖广泛的庞大产业链。

作为全国首个获得“长寿之乡”称号的地级市，丽水的老
年人群体无论在数量还是消费实力上，都不容忽视。根据去
年 8 月发布的《2023 年浙江省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公
报》，丽水市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 23.11%。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丽水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也发生着质的
改变：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转向追求更高品质、更具个性化的
享受型消费。从旅游度假到文化娱乐，从家居适老化改造到社
交求学，丽水的老年群体正成为消费市场的重要力量，而这一
变化，也是整个社会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的明确信号。

个性化品质游
老年旅游市场的升级与蜕变

“温州、衢州、苏州；黄山、庐山、武夷山……”市民张大爷
伸出手指，罗列着近两年他旅行过的地方。2023年退休后，
他有了更多时间享受个人生活，当老伙计们相互邀约报名旅
行团的时候，他也开始参与其中。

3月 16日，张大爷和老伴结束为期 8天的北京之旅回到
了丽水家中，这是他迄今为止出行时间最长的旅行。在这之
前，他跟的都是短线旅行团，目的地也不远，大多在省内，有
些就在丽水市周边。

旅行选择的变化始于去年 5月。当时，电视剧《我的阿勒
泰》热播，新疆的草原、雪山、旷野、森林震撼了无数人的心
灵，其中也包括退休不满一年的张大爷。在一次晚餐后，他
对家人宣布了他要去新疆旅行的决定。

“可能他一直都有远行的想法，恰好有这么个契机。”张
大爷的儿子张溥回忆道，父亲是在刷完电视剧后第三天作的
决定，“当时，他已经联系了旅行社，预交了报名费。”

在查验了旅行社资质并仔细了解相关旅游产品后，张溥为
父亲升级了套餐——换成了全程有医护人员随行的品质团。

5月底，精心准备的旅程如期展开。为期 7天 6晚的行程
途经阿勒泰、伊犁等热门城市，也包含可可托海、天山天池等
知名景区。这趟新疆之旅让张大爷收获满满：“虽然有些累，
但体验感特别好！”

和张大爷一样，热衷于以旅行方式丰富生活的还有家住
市区滨湖苑的赵阿姨，近几年她每年至少出去旅游一回，“退
休之后，空闲时间多了，一天到晚在家呆着不如多出去转
转。”赵阿姨表示，旅游既丰富生活，又增长见识，“可不能只
围着孩子灶台转。”

如今，越来越多丽水老人开始转变消费观念，愿意为丰富
多彩的生活付费。丽水多家旅行社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种现
象：无论是淡季还是旺季，老年人群体都是旅游市场的消费
主力。

有趣的是，跟团游这种省心省力的旅行方式已不再是丽
水老人的唯一选择。我市一家旅行社负责人王燕告诉记者，
老人选择跟团游时并非一味追求低价，而更注重安全和服
务，“因此在设计老年旅游产品时，我们会将老年人的身体状
况和个性化需求充分考虑进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旅行社正积极开发银发旅游
市场，推动老年旅游产品向个性化方向升级，如摄影旅游、美
食旅游、怀旧旅游等，为老年游客提供更“走心”的旅行体验。

演唱会上
找到情感共鸣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老年群体都不是线下演唱会的传
统观众群体。但互联网平台帮他们完成了亲临现场的“入
市”教育，而这种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情感浓烈的短视频
切片完成的。

在网上，有一类播放与点赞量颇高的短视频内容，就是子
女带着父母去看“偶像”的线下演唱会。这类视频中蕴含的
个人情感，通过短视频切片反复传递，不断升级，成为一种感
染力超强的公共情感。这种情感被互联网算法精准捕捉，转

化为实际的线下市场。
2023年年末，汤阿姨和丈夫在丽水市体育中心近距离感

受了凤凰传奇的歌声，这是她第一次看演唱会。在此之前，
她的文娱消费场景很少，一年到头连电影都看不了几场，大
多数时间花在短视频上，刷一些广场舞、养生操之类的内容。

过去，她不理解子女的消费观，“花一两千元看演唱会，
能开多少会员了！”但当她看到凤凰传奇出现在舞台上的时
候，瞬间被身边观众激动的情绪所感染，不由自主地挥舞起
荧光棒，跟着哼唱起来。整场演出结束后，她还将情绪热烈
的现场视频发到了朋友圈和抖音上，收获了不少点赞。

演唱会的票是儿子小吕为他们买的，位于内场，票面价
1080元。拿到票的时候，她少不得又将儿子数落一通。但小
吕不以为意，看到父母散场后的反应时，他觉得这钱“花得
值”。

演唱会当天，小吕一步步指导，目送父母进入内场。来的
观众有不少银发族，入场前，一对 60多岁的夫妻请小吕帮忙
调手机静音：“不能吵到别人。”

当《最炫民族风》的前奏响起时，整个体育场化作银光
闪烁的星海。汤阿姨忽然理解了那些短视频里反复渲染的
感动——此刻她不再是通过方寸屏幕旁观他人狂欢的看客，
而是身处一个跨越年龄的共情场域。舞台上的声浪裹挟着记
忆中的旋律，手机镜头里定格的每个瞬间，都在重构着这个
群体对精神消费的认知。或许这正是数字时代最温暖的闭
环：算法推送给中老年人的每一帧演出片段，最终都化作他
们走向现实世界的入场券，在集体的声浪与光影中，他们找
到了延迟多年的情感出口。

居家适老化改造
从“将就”到“讲究”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日益凸显。
如何让老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全、舒适地生活？家居适老
化改造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数据显示，超过八成老人
选择居家养老。然而，传统住宅普遍存在门槛高、地面滑、卫
浴不便等问题，老年人跌倒等意外事故频发。在此背景下，
家居适老化改造逐渐从“小众需求”转变为“民生刚需”，催生
出涵盖设计、施工、智能设备等环节的新兴产业链，持续激发
银发消费市场活力。

家住碧湖新城的周爷爷今年 76岁，因腿脚不便，家中卫
生间曾是他最“危险”的场所。“以前洗澡因为地砖滑，每次都
得儿子扶着。”去年，周爷爷的儿子通过社区宣传了解到居家
适老化改造项目，随即申请了政府补贴，对全屋进行改造：卫
生间安装了防滑地砖和淋浴座椅；走廊加装了扶手；卧室更
换可升降护理床；客厅配备智能感应夜灯。如今，周爷爷不
仅能独立完成日常起居，还能通过智能手环一键呼叫子女。

“政府补贴了 2万元的改造费用，很划算。”周爷爷感慨道，“现
在家里处处是‘机关’，安全又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多了。”

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今年 2月
底，《2025 年丽水市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正式发
布，包括家居在内的 5大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全域启
动实施。

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主要围绕“如
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利、居家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进、
辅助器具适配”五个方面功能，涉及 70个种类物品。全市安
排了 1500万元资金为居住在丽水市域的老年人家庭提供适
老化改造支持。

与 2024 年相比，2025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
围”。根据本地消费者购买偏好，今年我市增加了床架、床
垫、桌椅、按摩椅、沙发等常用家居品类，按成交价的 15%给予
一次性立减补贴。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推动改造服务向农
村延伸，并探索“家庭养老床位”模式，把专业照护“搬”进老
人家中。

从“将就”到“讲究”，家居适老化改造不仅提升了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更重塑了居家养老的内涵。正如周爷爷所言：

“房子还是老房子，日子却过成了新日子。”随着政策完善与
技术革新，未来，更多老年人将实现“养老”到“享老”的跨越，
在熟悉的家园中安度银发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