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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方便的适老化设计、“车
随人走、夜行日游”的旅行模式、丰
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近年来，

“银发专列”成为热词，越来越多银
发族以饱满热情投身旅途中，奔向

“诗与远方”。
“ 银 发 专 列 ”为 何 突 然“ 火

热”？这种集“慢旅行、深体验”于
一体的新型出游方式，将如何重构
中国银发族的退休生活图景？

银发旅游列车火了

6月 11日 16时 55分，载着 720
余人的“沈铁假日号”银发旅游专
列从大连站始发，开启为期 20 日
的新疆之旅。这趟列车途经辽宁、
宁夏、甘肃、新疆等省份，游客们会
游览新疆白沙湖、喀什古城、赛里
木湖、天山天池、喀纳斯、火焰山等
11 个国家 AAAAA 级景区、11 个
AAAA级景区。

68 岁的大连市民王丽娟已经
第五次乘坐银发旅游专列了。“行
程不赶，玩得很舒服，还能欣赏沿
途风景，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王
丽娟说，“这次我和邻居一起出来，
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大家一起聊
天、拍照，特别开心。”

银发旅游列车是主要针对老
年客户开发、满足老年客户特定需
求、以老年客户为主要群体开行的
旅游列车，凭借其所独有的乘坐环
境和运行节奏，深受老年人喜爱。

2024年，铁路部门开行银发旅
游列车 1860列，创历史新高，运送
旅客超 100万人次。

今年 1 月，商务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铁集团等九单位联合发布

《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 促进服
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明确提
出到 2027年，构建覆盖全国、线路
多样、主题丰富、服务全面的银发
旅游列车产品体系。

在政策支持下，一列列满载着
银发游客的列车穿梭于祖国大江
南北。

国铁成都局今年已开行前往
贵州、云南、山东等地的多条线路
旅游列车。截至目前，国铁沈阳局
已累计开行“银发专列”403余列，
通达国内外 40 余个市，累计接待
游客 15万人次。

“铁路+文旅”打造的移动文化
名片，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旅行体
验，也为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

京津冀携手粤港澳大湾区开
行“京铁乐游”银发旅游列车，两
地借助铁路银发旅游开展深度联
动；今年暑期，上铁国旅计划面向
银发旅客推出“九华圣境—太平
湖高铁三日游”“邂逅黔山万水—
贵州高铁穿梭八日游”等精品旅
游产品……

中国旅行社协会铁道旅游分
会秘书长曾辉说：“目前，我国银
发旅游列车线路已形成覆盖广
泛、主题多元的服务网络。银发
列车也已从‘交通载体’升级为

‘消费引擎’，为银发经济注入新
活力。”

聆听需求“慢旅深游”

专家分析认为，聆听、尊重老
年游客需求，是“银发专列”赢得老
年群体青睐的关键。

“很多跟团游行程太紧张，每
天都很疲惫；铁路的旅游专列行程
安排很宽松，景点停留时间也充
足，我们既能玩得高兴，又能休息
得好。”55岁的大连旅客王建说。

记者走访了解到，相比传统的
旅游方式，银发人群更喜欢行程相
对宽松的旅行。“‘银发专列’大多
采用‘车随人走、昼游夜行’的模
式，行程节奏舒缓，能更好满足老
年游客的出行需求。”上海铁路国
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春潮说。
同时，得益于我国密集发达的

铁路网，旅游列车可以通达全国大
部分旅游景区和城市，游客可以深
度体验当地的景色与民俗。

“比如大连到新疆的旅游列
车，可以把沿线的中卫、喀什、库尔
勒、吐鲁番的景点都串联起来，在
沿途技术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
安排停点。”沈阳铁道文旅集团旅
游管理部部长李双龙说。

“银发列车”还根据老年群体
需求进行了优化改造，兼具舒适性
与适老性。

走进沈阳至阿尔山的“沈水之
阳号”银发旅游专列，记者看到，列
车卧铺采用加宽加厚设计，卫生间
设置紧急呼叫按钮，洗手台配备防
滑扶手。车上特别设置了医疗室，
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同时，每节车厢还都有“惊喜”，分
别设有娱乐室、阅读区、棋牌室、卡
拉OK区等。

在国铁北京局开行的“京铁乐
游”银发旅游列车上，餐车团队特
别设计了“三控健康餐”（控盐、控
油、控糖）；杭州客运段则对“银发
专列”班组开展礼仪话术、软卧服
务、应急处置等方面培训，并组织
人员前往五星级酒店学习“酒店
式”客房服务。

此外，一些专列还根据旅客年
龄、喜好等特点，在列车上增设棋
牌、书法比赛、猜谜、摄影比赛等文
娱活动，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慢
生活的舒心和惬意。

“开启新程”还应多措并举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到
2025年底，中国出游率较高、旅游
消费较多的低龄健康老年人将超
过 1亿人，银发旅游收入有望突破
万亿元，银发旅游列车发展潜力巨
大。

国铁集团提出，计划到 2027
年完成设计 100 条以上铁路银发
旅游精品路线，打造 160组银发旅
游列车适老型专用车组，银发旅游
列车开行规模达到 2500列以上。

同时，业内人士也表示，我国
银发旅游列车市场总体仍处起步
阶段，列车数量和承运量占比相对
较低，“开启新程”还应多措并举。

目前，沈阳市文旅部门正会同
民政、商务、卫健、金融部门和国铁
沈阳局集团，制定出台《沈阳市加
强开办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
费的实施方案》，大力推动铁路银
发旅游精品路线的开发，打造一批
更具适老化、舒适化特点的银发旅
游列车。

内蒙古财经大学科研处副处
长李文龙表示，现阶段，银发旅游
列车产品定位仍以大众化为主，要
以银发旅游列车为抓手，提供品质
型、舒适型、普惠型的多元产品，形
成一批主题旅游列车品牌。

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
司旅游专列分公司副总经理闫蕾
认为，针对银发群体设计旅游产品
时必须做到精益求精，提前考虑到
房、餐、车、游、购、娱等各方面的细
节，不断改进基础配套和接待服务
设施状况。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
教授妥艳媜表示，除基础硬件、线
路设计及人员要求外，“银发专
列”的未来在于“精准适老”与“情
感共鸣”，要超越基础交通功能，
让每一次旅程不仅是观光，更是
老年人被尊重、被关怀、实现自我
价值的幸福体验。真正站在老人
的视角设计服务，“银发专列”才
能从“有”向“优”，成为银发经济
的标杆产品。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丁非
白 宋瑞 魏一骏

（新华社沈阳7月7日电）

“银发专列”为何成为
老年人出游“新宠”？

安徽桐城六尺巷，黛瓦青砖间，
小巷古朴，文脉悠悠。

盛夏时节，郁郁葱葱的香樟树
下，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条两米
宽、百米长的小巷，亲身感受传承数
百年的礼让文化。

来自合肥的游客张欣雅在巷口
买了一把写有“礼让”的折扇，兴奋
地说：“六尺巷的故事现在家喻户
晓，今天实地逛了逛，才发现原来这
么有底蕴。”

六尺巷因清代大学士张英与邻
居吴家互相退让三尺地基而成，是
中国邻里和谐礼让的典范。

2024年 10月 17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这里考察，了解六尺巷历史
及其传承，听取当地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等情况。

“在诗书照壁前，总书记重温了
张吴礼让典故。总书记看得很细，
不时指点询问。”桐城市博物馆馆长
叶鑫回忆。

习近平总书记汲古言今，殷殷
嘱托：“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
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
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
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
环境。”

“总书记当时叮咛，谦让，谦虚，
和为贵，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中，无论
我们走到哪里，都自觉传承这种精
神。”叶鑫说，“这激励我们继续发挥
文博优势，通过特色文物展览，让大
家感悟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
贵的传统美德。”

小巷“出圈”，带火了此处的张
氏、吴氏家族文化陈列馆以及礼让、
廉洁文化等主题馆。青砖宅院内，
一块全息屏幕复原着小巷的古貌。
叶鑫说：“我们用全息投影等新技
术，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穿过百米长的小巷，一座牌坊
上书写“礼让”二字，见证着历史典
故的时代新篇。

张英的十二世孙张耘如今仍在
六尺巷周边工作生活。作为六尺巷
社区党总支书记，他常引用老祖宗的

故事，调解社区家长里短、矛盾纠纷。
不久前，社区西后街一处房屋

的共有墙体倾斜、墙面开裂，谁来
修？谁出钱？一时争执不休。张耘
把两家人带到六尺巷现场调解：“同
样是一堵墙，老祖宗尚能如此，你们
何不都让让呢？”最终，双方各让一
步，墙壁很快修缮到位，解决了大家
心头之忧。

“我们认真落实总书记要求，通
过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智慧的
契合点，让六尺巷礼让家风代代相
传，融入社会治理工作方方面面。”
张耘说。

在桐城，“六尺巷”文化随处可
见：街头墙壁上画着礼让故事，社区
张贴着“让三尺”诗句，“六尺巷”故
事被编入学生教材；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开展六尺巷小课堂、六尺
巷剧社等品牌活动，“相互礼让、以
和为贵”的文明理念广泛传播……

如今，六尺巷声名远扬。从桐
城市社区治理的“六尺巷调解法”，
到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出推广“六尺
巷”调解工作法，这条小巷成为传统

文化赋能现代治理的经典范本。
不只是在桐城，安徽黄山依古

训打造“作退一步想”工作法，孔子
故里山东曲阜循儒家文化建立“和
为贵”调解室，浙江台州建成“和合
街区”打造基层“和合善治同心圆”，
广东丰顺推广“祠堂讲事”构建“大
事共商、小事互助”治理模式……那
些穿越时空的文化火种，正在新时
代的田野上，点亮更多星火。

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
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植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用
和为贵理念启发人，用知进退境界
感召人，在推动文化保护传承与创
新发展中，不断坚定文化自信，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蓬勃
的生命力。”叶鑫说。

新华社记者 陈诺
（新华社合肥7月7日电）

“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

5 月 19 日，乘坐 Y476/7 次“长三角号”援疆银发旅游专列的旅客在车
厢内聊天。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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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小学生在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一家
儿童机器人教育培训机构学习机器人编程。

新华社发（陈彬 摄）

7月6日，家长带着孩子在位于浙江省玉环市的玉环博物馆参观游览。 新华社发（段俊利 摄）

7 月 6 日，孩子们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栾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学习架子鼓。

新华社发（李明发 摄）

7月6日，青少年在安徽省科学技术馆
体验新能源赛车。

新华社发（陈三虎 摄）

日前，深空探测实验室等单位
在安徽合肥举办我国首次深空资源
开发利用学术会议。深空资源开发
利用是指对月球及以远的天体或空
间中的物质、环境和位置资源进行
探测、勘查、利用和地面试验验证的
一系列活动。

新华社记者现场采访了中国探月
工程总设计师、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
吴伟仁院士，就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
的资源开发能力构建作出详细解读。

深空资源开发利用意义深远

问：开展深空资源开发利用有
哪些重要意义？

答：深空资源开发利用逐渐成
为国际科技界热点探索领域之一，
其对开发物质资源、利用特殊太空
环境资源、掌握独特深空位置资源
等具有重要意义。

近地小行星、月球、火星等地外
天体蕴含矿产、水冰、大气等资源，
是支撑人类可持续探索太空的重要
保障。例如，近地小行星富含铁、
镍、铂族金属、稀土矿物等资源，具
有巨大经济价值；月球、火星等天体
可能蕴藏水资源，可用于推进剂、生

命保障物资的原位生产和补给，对
其进行相应的开发利用，能有效降
低深空探测任务成本。

同时，太空中超高真空、微重
力、强辐射等特殊环境是实现重大
科学突破的天然平台，可催生并赋
能地球新产业的发展。以太空制药
为例，全球已有 130 多家企业和研
发机构深度参与利用太空环境进行
生物制药，预期 2040年市场规模将
达数百亿美元。

此外，深空中有些独特的位置
资源是布置航天器的绝佳位置。以
拉格朗日点为例，日-地、地-月各有
5个拉格朗日点，在这些点位布置航
天器，只需消耗极少的燃料，就能在
轨道上稳定运行，便于开展天文观
测、态势感知等科学研究活动。

深空探测迈入科学研究与
资源利用并重的新阶段

问：我国在深空资源开发利用
上有哪些机遇？

答：当前，国际深空探测蓬勃发
展，商业探月时代悄然而至，深空探测
已逐渐从“认识”深空向“利用”深空转
变。主要航天大国都在对深空资源利

用进行全方位部署，加速关键技术攻
关，争取资源利用的“先发优势”。

近年来，我国成功实施了嫦娥
五号、嫦娥六号任务和天问一号任
务，正在实施天问二号任务，在该领
域已取得长足进展。未来嫦娥七
号、嫦娥八号与国际月球科研站等
任务将以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试验
作为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我国在深空矿物冶
炼、水冰提取、原位建造等资源开发
的核心技术方向已经取得突破性进
展，这标志着中国深空探测已经迈入
科学研究与资源利用并重的新阶段。

深空资源开发“三步走”能
力构建

问：我国将如何开展深空资源
开发利用重大工程？

答：我们将按照系统规划、天地
结合、联合攻关、重点突破的原则，
规划中国深空资源开发利用的三个
阶段目标。争取在 2030年前，形成
深空资源勘探能力，攻克资源利用部
分关键技术，开展月球原位资源利用
在轨试验；在 2040年前，建设月球、
火星星表基础设施，实现小规模资源

开发和初步利用，开展小行星资源利
用技术试验；在 2050 年前，构建月
球、火星、近地小行星探测与资源利
用技术及能力体系，建成星表和空间
资源利用基础设施，初步具备规模化
开发与应用服务能力。

据此，建议提出三大任务：一是
部署资源形成与分布、物质提取转
化、智能作业等基础研究与技术攻
关重大科研项目；二是建设行星环
境与物质综合模拟大科学装置、深
空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试验系统等重
大模拟试验设施；三是实施国际月
球科研站、火星科研站、近地小行星
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试验工程等重大
工程任务，逐步构建我国深空资源
开发利用的核心能力。

深空资源开发利用已成为当今
世界航天发展的重要方向，要加强
顶层战略研究、谋划推进重大项目
和重大工程、研制建设地面试验验
证基础设施，广泛联合包括商业航
天在内的各类社会力量，大力开展
国际合作，携手共创深空资源开发
利用新局面。

新华社记者 吴慧珺 宋晨
（新华社合肥7月7日电）

“牧”星“耕”月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详解深空资源开发利用“三步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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