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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7月14日，西

安市新城区自强社区

关工委开展“书法进社

区·墨韵润童心”书法

教学活动。

活动中，社区关工

委组织社区“五老”人

员 、86 岁 的“ 书 法 爷

爷”申玉仁为孩子们

讲授书法知识，分享

书法练习技巧，让孩

子们切实感受到书法

艺术的魅力。

记者刘凡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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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走就走”早已不是年轻人的专

利。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再拘

束于居家养老，而是加入“旅游大军”，

热衷于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乐享幸福

旅程。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到“十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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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人，老年旅

游收入有望超过万亿元，市场潜力巨

大。老年游客旅游喜好有哪些？如何

满足老年游客需求？如何推动老年旅

游健康发展？连日来，记者采访了多位

老年游客和多家旅游机构，以了解老年

旅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徒步登山、篝火晚会、丛林木屋、海

滨烧烤……入夏以来，63 岁的西安市民

王栋开启“避暑游”模式。最近一个时

期，他与老伴旅行过云南、新疆、青海、

甘肃等地，在村庄品尝特色农家乐，在

海滩观赏日出日落，在山间露营畅享闲

暇时光……探索大自然的美妙，感受夏

日的清凉自在。

“相较于在空调房中躲避暑热，我

们更青睐到环境适宜的地方避暑旅居，

寻找惬意与清凉。”旅行的愿望在王栋

心里很早就扎下了根，但由于年轻时要

疲于工作和家庭，出游计划总是一再被

搁浅，现在退休了，他决定“遵从内心”，

多来几趟“说走就走的旅行”。畅游在

依山傍水、景色宜人的地方，一种超然

世外的美妙感觉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在城市生活久了，我反而越来越怀

念和向往自然风光。”王栋向来不喜欢城

市的喧嚣和快节奏的生活，在他看来，通

过旅行可以感受不一样的生活，在领略大

自然无穷魅力的同时，又能让人找到久违

的归宿感，“纵情于田野山水之中，能够让

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和愉悦。”

自拍杆、充电宝、“一人食”电饭锅，

在61岁的旅游达人吕鑫的行李包里，这

三样物品是她出行必不可少的宝贝。

自从退休后，“结伴游”成了吕鑫的心头

好，多年来，她和同伴去过天安门看升

旗，在胡同里走街串巷，到广州吃过早

茶，欣赏过珠江新城夜景，还游览过敦

煌莫高窟，一起光着脚在沙漠上奔跑。

“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和朋

友一起外出旅行，世界那么大，我们想

去看看。”吕鑫说，她的旅游同伴都是关

系好的邻居、老同事、老同学，每年她都

要和同伴固定出去旅行两三次，时间一

般控制在 10 天左右，“大家一般会提前

规划好旅行路线，通过地图软件和旅游

预订软件在网上查看相关旅游攻略，提

前预约好酒店，有时还会约上跟拍摄影

师，为整个旅行留下精彩瞬间”。

“结伴出游相当于为我们老年人培

养了一个兴趣爱好，能与志同道合的好

友相互交流感情，增进友谊，有利于我

们保持快乐的好心情。”退休之后，吕鑫

很长一段时间都无事可做，觉得自己渐

渐与社会脱节了，生活变得无趣无味，

直到有一次同学聚会，在老同学们的提

议下，这群老伙伴开始尝试结伴游，在

一次次的旅程中，她感觉自己对生活重

新有了期盼。

“现如今，老年游客崇尚走出家门，

活出自我，追求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携

程旅游西安东大街门店负责人马晓玉

观察到，近年来，避暑游、结伴游、康养

游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热衷的旅游方

式，老年客群以 55 岁—65 岁的老人为

主，他们身体状况好、有一定的积蓄，消

费观念新、消费能力强，不仅熟悉社交

媒体，对于想去的目的地有主观想法，

还会主动搜索了解热门景区，青睐打卡

网红景点，在旅游行程体验中有更多元

化和品质化的需求。

记者采访西安多家旅行社后了解

到，目前，各旅行社针对老年客群的服

务比较完备，均有为老年人专门设计的

旅游方案，精心安排游玩路线及景点，

尽可能将具有代表性的景点全都安排

在行程中，为老年游客提供专业的导游

服务、辅助设备服务等，提高服务体验，

最大限度满足老年群体的旅游需求。

此外，还会依据中老年群体的个性化需

求，从餐饮、住宿、交通、游玩等多个方

面提供贴心服务，配备随团医生，尽量

避免长途旅行，更好地保障老年人旅行

安全。

西安和爱实业董事长肖海清介绍，

目前该公司在全国自建了十多个养老

基地，选址在全国具有一定特色的 5A

级景区旁、康养酒店等地，实现了健康

管理和娱乐周边游全覆盖，尽力满足老

年人对“不限时间、不限地域”的舒适康

养环境的需求。

相较于对经济和自由更高要求的

“长候鸟式”养老，还有许多养老服务机

构正在探索一种更适合大多数老年人

的“短候鸟式”养老体验。

西安市鄠邑区天颐之家日间照料

服务中心总经理李小清近日刚从贵州

六盘水调研回来，她计划本月底组织照

料中心的老人们去六盘水“避暑康养”，

并组织开展“旗袍秀”活动。

“许多老年人只有几天时间出去旅

行，但一般的旅行团行程紧，老人们体

力跟不上，难有很好的旅游体验。”李小

清说，他们确定的每条旅居线路都是完

全遵从老人意愿，老人们可以根据自身

的经济实力、身体状况、兴趣爱好等因

素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对每天的行程安

排随意选择。

“‘短候鸟式’旅居的价格更加实

惠，行程也更自由，再加上配备有适合

老年人的社交活动，会被更偏向传统的

老年人所青睐。”李小清说。

活到老学到老。近年来，游学热潮

在银发市场中悄然兴起，旅游学习作为

一种生活方式已渐渐融入更多老年人

生活。在采访中，多数老年人表示，他

们非常赞同这种老年教育的创新方式，

并渴望在旅游中感受文化之美，满足终

身学习的愿望和对高质量生活的期盼。

今年以来，西安市雁塔区国英老年

大学已经组织了 3 次长线游，带领学员

先后到泸沽湖、长江三峡等地开展“游

学之旅”。该项目以深度慢游为主，在

旅途中，通过组织学员进行才艺展示、

聆听讲解、开展手工实践等，让老年人

深刻体验当地的人文风情，提升老年人

的体验感。

“老年游学突破了传统的课堂教

学，将教室转换成自然风光、名胜古迹、

工厂车间等，以‘游’的形式吸引老年人

参与学习，让老年人在实地、实景、实物

的教学过程中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保

持对外界的好奇心，是一种崭新的养老

方式。”西安市雁塔区国英老年大学校

长夏风表示。

只需轻轻一按，便可与子女及

时通话；无需守候身边，也能时刻

监测老人的安全状态；一旦感应跌

倒，20秒内即可向家人发送报警信

息。眼前这枚鸡蛋大小，形似水滴

状的智联护卫机，外形精致简约，

集跌倒报警、吃药提醒、无活动报

警等功能于一体，可以随时随地为

老年人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别看这玩意儿不大，功能可

不少，已经成了我的贴心伴侣。”88

岁的西安市民白旭指着系在腰间

的智联护卫机笑着说。近年来，无

论是在家还是出行，白旭都习惯带

上这个小机器，便于女儿实时了解

他的状态，减少意外发生。

白旭是一位独居老人，因为腿

脚不便，走路时常需拄着拐杖。女

儿白莉因为工作忙碌少有时间照

料老人，经常担心父亲的身体状

况。为了防止老人出现突发状况，

她时常叮嘱父亲将智联护卫机带

在身边，希望当父亲需要帮助的时

候，自己能第一时间知晓，并采取

有效措施，给父亲的晚年生活多一

份安全感。

“现在，忙于工作的同时，也能

与父亲保持联系，我与父亲的距离

更近了，陪伴他的时间也更多了。”

白莉说，因为身边经常有发生老人

跌倒致死的事情，再加之父亲上了

年纪身体每况愈下，这令她时时放

心不下，于是在朋友推荐下买了智

联护卫机送给父亲，因为携带方便，操作简

便，父亲使用起来很是喜欢。自从有了智

联护卫机，白莉不仅能实时了解父亲的健

康状态，还能与父亲每日电话畅聊，父女之

间就这样多了一条沟通的捷径。

“智联护卫机是一款适合老年人的智

慧养老产品，老人可以根据产品 SOS 按键

周边的光圈判断电量，短暂按压按钮后，

便可进行语音聊天，如若跌倒或走失，可

自动报警通知家属。”西安中星测控有限

公司销售部经理赵宏生介绍，“孝为先”智

联护卫机目前已更新到第四代，是工信

部、民政部、卫健委联合推荐产品。对于

老年人来说，智联护卫机使用方法简单，

省去了手机应用的繁杂步骤，可以在简易

操作中最大程度提供安全保障，因此深受

老年用户欢迎。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统计，超

过33%的老人每年至少跌倒一次，老人跌倒

后若得不到及时救治，会错过“黄金救援时

间”，跌倒已成为65岁以上老人致死的第一

大诱因。

赵宏生说，防止跌倒是智联护卫机最

重要的功能之一，当老人跌倒时，该产品会

自动检测并发出报警，无需按键。“产品内

置了多种传感器，能实时检测人体姿态，一

旦感应到老人跌倒，20 秒内会自动拨通家

人电话，发送报警定位信息，并持续发出语

音报警，为老人争取救援时间。”

据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发布的《中国

老年人走失状况白皮书》统计，全国每年走

失老人约有 50 万人，65 岁以上老人达 80%

以上，走失老人中，死亡率高达9.78%。

“为了预防老人走失情况发生，该产品

设置了 AI 围栏和活动轨迹追踪两项功能。

可以通过手机App设置3个电子围栏，当佩

戴者出入‘保护圈’时自动发出警报信息，

平台和小程序均可追踪佩戴者的活动轨

迹，获取老人的位置信息。”西安中星测控

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李芳介绍。

去年，吴珊的奶奶被确诊为阿尔兹海

默症，经常丢三落四，记不住亲友的名字，

也记不得之前做过的事，嘴里常常念叨着

过世老伴的名字。有一次，趁家人不注意，

老人竟独自走到离家十几公里外的车站，

幸好被好心人发现安全送回了家。

看着奶奶日益加重的病情，吴珊忧心

忡忡，因为自己在外地上班，不能陪伴在奶

奶身边。万般无奈之下，吴珊给奶奶买了

智联护卫机。

“即使对于奶奶这样记忆不好的人来

说，智联护卫机使用起来也很顺手。”吴珊

说，在使用智联护卫机时，只需提前设置好

老人的活动范围，便可关注老人的出行情

况，一旦走出设置范围，家属就会立即接到

报警短信，这样家属就能随时随地关注到

老人的轨迹动态。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诸如跌倒、走

失等老年人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作为一

家科技型企业，我们期待能用智慧科技托

起老人的晚年幸福。”李芳说，公司将进一

步探索智慧养老的更多可能性，通过运用

传感器、物联网、AI 等技术，研发设计出更

多像智联护卫机一样的智慧养老产品，消

弭数字鸿沟，为老人提供更加精准化、个性

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更多老人安度幸福而

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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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凡銆

——老年旅游市场观察

王凤山：画笔绘就多彩生活

大雁塔、小雁塔、钟楼、鼓楼……7月

12 日，在西安市书院门的一个摊位前，

一幅幅反映古城西安最具标志性建筑

的画作吸引了游客驻足。

三三两两的游客围成一圈，作画的

老人正在创作一幅名为《关中书院》的

建筑画。这幅作品和摊位上摆放的其

他画作一样，用笔精细、工整，设色淡

雅，建筑的立体感被完美地还原出来。

作画的老人名叫王凤山，黑龙江

人，6 年前随独子来到西安定居，如今已

成为一名“新西安人”。

刚 来 西 安 时 ，因 为 人 生 地 不 熟 ，

王凤山总是待在家里，“很不习惯，整天

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我感觉都快抑郁

了。”儿子知道王凤山以前有画画的爱好，

就买来纸笔和颜料，让父亲打发时间。

起初，王凤山也不知道自己要画什

么。2019 年，65 岁的王凤山没事就带着

小孙子出门遛弯，游览了西安不少的旅

游景点，对他触动很大。因为早年学过

国画中的界画技法，于是，王凤山决定

把自己看到的这些名胜古迹

画出来。

说画就画。王凤

山每天早出晚归，开

始“驻扎”景区。每画

一座建筑，他都要在

其附近待上两个月以

上，“驻扎”时间最长的地方当是西安钟

楼的西北角，他足足画了一年多。刚开

始时，他连钟楼的柱子都经常画错，随

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就形成了“肌肉记

忆”，现在不用看，也不用参照任何照

片，他都可以做到提笔就画。

对于王凤山而言，作画的时间总是

过得很快，全身心投入其间，他乡变故

乡，乡愁也淡了许多。

有一次，王凤山和往常一样坐在阶

梯上作画，有位路人上前询问想向他买

画。这突来的变化让王凤山有点懵，

“因为没想过能卖，也不知道定价多少

钱”。他便让买家出价，无论多少钱都

可以带走。画售出后，王凤山突然有了

一种被认可的感觉，“好像一下子有了

动力，也有了新的价值追求”。

边走边画间，王凤山慢慢对西安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2020 年，他在书院门

关中书院门前摆起这个小摊。“在这里

摆摊，既能画画散心、与人交流，还能给

孙子挣点零花钱，生活过得也充实。”

王凤山说。

如今，已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

的就是能买一幅王凤山的建筑画。

“大雁塔是西安的地标建筑，唐朝

的许多新科进士及第后，都要登临大雁

塔，把他们的姓名刻在墙壁上留念，寓

意由此步步高升、平步青云，所以我在

大雁塔的画作上题字‘步步高升，前程

似锦’，以此作为对买画人的美好祝

愿。”王凤山说，为了丰富画作的内容，

他翻查了大量史料并有此创意，通过画

作寄托美好寓意，很受游客欢迎。

现在是暑假旅游旺季，王凤山本该

应景画些扇面画，但因为卷轴画和小幅

画供不应求，加之界画技法本身费工费

力，一幅30厘米长的小幅画都需要四五

个小时的工夫，扇面画的计划迟迟未能

启动。还有人想与他合作，让他把这些

地标建筑画画在盘子上，他也正在研究

盘子画的着墨技法。事情多了，王凤山

倒也不急，仍然是每天早上十点多来，

晚上天黑就走，天气如果太热时干脆就

不出摊了。

“摆摊小老头”是王凤山对自己的

称呼，他特别享受这种忙时画画、招呼

游客，闲时和附近摊位的人聊聊天、看

看风景的闲适生活。“人都有自己的活

法，我有退休金，摆摊不

图 钱 ，就 图 一

乐。”王凤山说，

只 要 自 己 身 体

允许，他会一直

画下去。

□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

王凤山正在关中书院门前摆摊作画

乐游神州乐游神州 让银发族畅享让银发族畅享““诗意远方诗意远方””
□ 记者 刘凡銆 实习记者 马尤翼 李济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