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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持续升温
30万亿市场待掘金

“在家里舒舒服服洗个澡，真是太好了。”患脑血栓、卧床近10年的辽宁省沈阳
市市民杨德春老人在三名助浴师的帮助下，洗了个热水澡，感觉神清气爽。

“这项服务真是太好了，服务专业细致，还能帮助老人剪头发、剪指甲，不仅
让老人保持干净卫生，更是实实在在提高了老人的生活质量。”杨德春的女儿杨

丽说。
国务院办公厅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

意见》提出，加快“银发经济”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
展，培育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
果、安享幸福晚年，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

我国出台的首个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专门
文件。

在政府的组织和市场需求的驱动
下，越来越多类型的企业进入“银发
经济”市场，提供更为精准、更多层
次的产品与服务。 A

打通适老化改造堵点

伴随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养老服务需求日
益增长。代表委员表示，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
程中，应特别关注养老产品、服务的适老问题。

在走访调研中，一个位于湖南长沙的养老社区
让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
主任李微微印象深刻。“社区对居住环境进行了适
老化、智能化改造，开发出智慧养老、健康管理、互
联网医院等信息系统。可穿戴传感设备能实时监
测居家老人的健康状态，老人还能一键呼叫亲属或
医院。”李微微建议，进一步加强信息化技术在社区
居家养老中的普及应用，加快居家养老智能化、便
捷化技术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荣
华第四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盛弘认为，应从健康服
务、文旅发展、新兴技术等角度入手，进一步激发养
老服务市场的发展活力。“建议引导‘健康老龄化’
消费，发展‘居家—社区—机构’一体化养老服务等
模式；因地制宜开发文化旅游产品，促进老年人旅
居康养产业的发展；打造便捷可靠的消费方式，挖
掘优质老年教育资源。”盛弘说。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胡小
青表示，目前养老产品存在开发有限、供需错配等问
题，不能很好满足老年人对安全简便、高性价比产品的
需求，“建议加快健全相关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引导生
产企业开发出更加人性化、更具实用性的老年用品”。

B
培育专业护理人才

当下，一些制约养老服务发展的现实问题亟待
解决。部分代表委员就提高养老服务人才的数量
和质量问题提出建议。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
副校长谢资清带来了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护理职业
教育发展的提案。谢资清建议，增加和优化职业院
校养老护理专业设置，提升办学层次，给予相关专
业学生一定比例的学费减免和生活补贴，引导设立
养老护理培养资助基金。在实践层面，出台相关目
录，鼓励养老护理人才和医疗机构、康养中心双向
选择，建立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薛村镇小
成村村委会主任马金莲建议，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和
技术人才从事农村养老服务，对农村公益、半公益
性质的养老机构给予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让更多
农村老人能够就近、低成本、健康养老；鼓励和引导
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增设失能评
估、养老护理保健等相关专业，加快人才培养。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
尔康市敬老院院长格西王姆从事养老工作已有15
年，她所在的敬老院照护着66位特困老人。格西
王姆建议提高农村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增强
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关注度和认可度，让他们更有职
业获得感。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参考报

焦点

养老服务多元化
助力温暖夕阳红

家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的党爷
爷患有轻微的认知障碍、处于半失能
状态，是江苏瑞芝康健老年产业集团

“一方家护”项目的服务客户。
瑞芝康健董事长王红兵介绍，“一

方家护”是集团打造“互联网+医养结
合”服务的新型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服
务对象主要是高龄独居、失能失智、术
后康复的老年人群。目前企业推出线
上App“点单式养老服务”，深受老年
群体欢迎，既能在手机上点餐到家，又
能提供上门护理、助浴、陪护就医等特
色服务，让老人享受服务的同时体验
智慧养老的便捷。

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的“幸
福里长照之家”（以下简称“幸福里”）
是贵阳市探索“集团企业+区县”模
式、引入市场主体参与共同建立的一
个公建民营养老项目。目前，这里居
住着144名老人。

“幸福里”以老年公寓为基础，将
社区居家、医护康养等融为一体，旨在
为老年人提供旅居养老、术后照护、高
龄托养、失能照护等服务。

90多岁高龄的张陶芸老人就居
住在这里。“一日三餐都有人照护，
平时还会开展活动，一群年龄相仿
的人在一起，也不觉得孤独，而且还
有专业的人照顾，生活质量也有保
障。”谈到在“幸福里”的生活，她高
兴地说。

“银发经济”正升温
养老市场年轻化

日渐壮大的养老市场为年轻人提
供了逐梦“银发经济”的舞台。近年
来，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进入养老行
业，并带来更加创新的服务模式。

在沈阳市苏家屯区一处老旧小
区，今年63岁的王莹秋患有腰间盘突
出且独自生活，一度被下床这件日常
小事困扰。后来，社区在适老化改造
中根据王阿姨的实际情况，将床铺换
为适老化护理床。“拉动一下这个升降
杆，床就能调整角度辅助我起身了。”

王莹秋说，“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
的改观。”在40余平方米的家中，从卧
室到浴室、客厅的每个细节，社区都根
据她的需求进行了调整。

为王莹秋家完成房屋改造的设计
师名叫孙童，出生于1992年。“我认为
适老化改造不只是装修，更应该体现
出家和爱的味道。”孙童介绍，在她从
事养老服务业之前，曾经是一名幼儿
园教师。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
老年人的当下需求，将是年轻人的未
来需要。”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
司长刘明说。

辽宁省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主任
陈刚介绍，今年春节，营口市养老服务
中心135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陪382
名老人过除夕，春节期间，每天也起码
保证约百名工作人员在岗，其中绝大
多数都是“90后”“00后”年轻人。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提倡时尚养
老、快乐养老理念，开设了书画室、棋
牌室、图书阅览室、健身活动室等，还
精心打造了共享琴房、共享氧吧。陈
刚还将每天拍摄的老年人生活视频分
享到网络短视频平台上。

抖音平台上，全国各地的网友纷
纷为养老中心老人们热情洋溢的风采
和养老中心贴心的服务点赞评论。

“今年已经是我工作的第三年了，
老人们每次见到我都叫我‘孙女’‘小
胖丫’，看到他们开开心心，我也感觉
很欣慰很幸福。”23岁的营口市养老
服务中心护理员孙宇欣笑道。

多方共同发力
呵护幸福晚年

国家卫健委数据测算显示，预计
“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进入中度老龄
化阶段。民政部发布的《2022年民政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预测，到2035年，
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
口比例将超过30%。这些情况势必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持续而深远的
影响。

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生率下降、老龄化
上升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可以预见，
作为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

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
总和，“银发经济”发展前景好、发展潜
力巨大。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
7万亿元左右，占GDP比重大约为
6%。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一项研
究报告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
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左右，占GDP
比重约10%。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和国家顶层
设计上的积极举措，都推动了这个几
十万亿元规模的产业迈向发展的快
车道。

目前，我国所有省份均已出台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养老服务体系愈加
完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民生政策
持续发力，推动社会对养老服务和“银
发经济”的关注度不断升温，全方位地
持续投入共同托举起“幸福晚年”。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
俊武认为，发展“银发经济”既能解决
今天老年人的问题，也可以提供更多
创业、就业机会，同时为未来老龄社会
的养老问题提供保障。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
准提高20元，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在全国实施个人养老金制
度，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健全完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的一连串
举措受到代表委员点赞。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施，让老百
姓在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之外又
多了一个选择。”全国人大代表、浙江
省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叶苗建议，金融机构可以推出符合长
期投资的“专属产品”，提升个人养老
金的吸引力。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是实现老
年群体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贺丹建议，加快制定“银发经
济”高质量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进一
步完善银发产品目录。同时，完善土
地供应、资金补助、信贷融资、税费减
免、人才培养等政策体系。

优化养老服务供给需要分类施
策，对于孤寡、失能老人等特殊群
体，必须采取兜底措施。全国政协
委员、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
内科主任刘思德建议，相关部门应
联动制定针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医养
结合服务模式的专项规划，完善相
应扶持政策，并加快推进特殊人群
家庭适老化改造和地方综合性养老
服务中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