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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南夏北”候鸟式养老兴起
各地探索康养旅居新模式

“冬南夏北，寒来暑往”
候鸟式养老兴起

冬季来临之际，许多北方老

人便打点行装，选择去气候温暖

的城市躲避严寒。夏季到来之

时，这些老年人则前往凉爽干燥

的北方，享受宜人的气候和自然

环境。亲朋好友相伴而行，就像

成群结队的候鸟，“冬南夏北，寒

来暑往”。

“当东北寒风凛冽、大雪纷

飞时，海南依旧温暖如春。”到海

口异地养老已有一年时间的寇

先生反复向记者强调当地自然

环境的优越性，“春暖花开”是他

用到最多的词。寇先生说：“在海

南养老的体验感很好，年龄大

了，养好身体是第一位。”气候和

生活成本是他选择在海口养老

的主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8004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9.8%，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 20978万人，占
全国人口的 14.9%。记者调研发
现，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

异地康养、候鸟式养老成为不少

“活力老人”的选择，康养旅居产

业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

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董濮

表示，随着受教育程度更高、收

入水平更高、健康状况更好的城

镇“60后”陆续退休，旅居需求正
在向专业化、个性化和品质化方

向发展，旅居康养服务需求有着

巨大空间，养老服务市场将成为

一片广阔“蓝海”。

董濮介绍说，现在很多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有较好的财富

积累和社会保障，对养老有着更

多的期待和要求，不仅要养老，

更要享老，更容易接受生态养

老、健康养老、旅居养老等多元

模式。

海南欧美同学会会长康耀

红认为，旅居康养中，健康是目

标，养护是手段，而旅居是追求

康养的特别途径，异地旅居康养

融合了旅游、养老和健康三个元

素。“很多人的旅居是出于健康

的需要，比如黑龙江和海南的

‘候鸟人群’，海南独特的气候、

环境优势使其成为黑龙江和众

多北方城市不可替代的旅居康

养目的地。”康耀红说。

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院

长马荣对记者表示，近年来，随

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很多老年人

选择异地养老来提升幸福感，当

地的地域特色、人文环境等成为

吸引老年人异地养老的主要因

素。“每年夏季，很多南方的老年

人选择到黑龙江异地养老，时间

1到 3个月不等，当地的养老公
寓可以为他们提供包括医疗在

内的一揽子服务。”马荣说。

各地探索
康养旅居新模式

随着异地旅居康养的新型

养老方式逐渐成为时下银发人

群的生活新风尚，已有不少地

区加快发展异地康养旅居产

业。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黑

龙江、北京、海南等地都出台了

措施，鼓励老年人“冬南夏北”

候鸟式养老。

近日，在“增进首都民生福

祉———北京市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系列政策”新闻发布会上，北

京市民政局副局长郭汉桥介绍

说，北京市立足多元需求，积极

构建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

旅居养老三种形态相互衔接补

充的养老服务工作新格局。旅

居养老方面，将依托京津冀养

老服务协同机制和京琼养老服

务合作机制，发展质优价廉的

异地康养社区和旅居养老，推

动建立北京老年人“冬南夏北”

候鸟式养老服务工作机制，鼓励

支持北京老年人冬季到海南，夏

季到河北、内蒙古等北方地区候

鸟式旅居养老，满足 90%以上活
力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

服务需求。

据悉，黑龙江省委、省政府

正把握机遇，不断完善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

产业协同发展。目前，

黑龙江的 13 个地市
与全国 126 座城市达
成旅居康养联动合作

意向，省内 28 家旅
居康养机构共同成

立了黑龙江高端旅

居康养机构共联体。

黑龙江还与广东等

14 个省份的民政厅
（局）签订旅居康养合

作框架协议，形成多

方联动的“旅居+康养+N”省际
合作格局。

科技和品牌也在赋能异地

养老产业发展。“好的康养品牌

有数智赋能，其创新力、影响

力、传播力将会大大提升。”国

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

劳动学会会长杨志明表示，品

牌是可溢价的无形资产，数实

融合使旅居康养在品牌创新的

赛道上增值。

董濮表示，要以品牌信用赋

能旅居康养领域，促进融合发

展，带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

“幸福龙江”建设，不断完善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倾力打造“民政

牵挂·守护夕阳”、“龙江家门口

的幸福养老”的同时，大力发展

“南来北往、寒来暑往”的候鸟式

旅居康养产业，创新打造“旅居

康养·乐享龙江”、“走出家门的

幸福养老目的地”双品牌，促进

黑龙江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

同发展。

异地养老
还需强化机制保障

不过，记者调研中也发现，

不少候鸟式养老的老年人在享

受异地优越的自然环境时，有时

也会遇到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比

如，寇先生表示，自己来自黑龙

江鹤岗市，为了生活方便想办理

海口的户口，但由于不满足当地

的落户条件，暂时还未能落户。

来自山东的孙先生表示，正

在三亚养老的父母最关心异地

医疗问题。“目前不同地区对于

异地医保的具体细则还存在差

异”，他期待不同地区可以细化、

优化区域协调合作机制。

黑龙江善行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敬长红表示，异地

养老服务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但与旅居养老客群相关的异地

医疗服务、家政服务、情感关怀

服务、心理咨询服务等还面临一

些堵点，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

力，打造更好的合作机制，为异

地旅居康养老人强化保障。

记者发现，在加强异地养老

的区域协调合作方面，已有地区

在行动。在近期举办的 2023 中
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上，黑龙江省

民政厅和海南省民政厅签署了

黑龙江省-海南省旅居养老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加强组织领

导、建立沟通交流机制、建立品

牌输出机制、建立异地养老共享

机制、养老服务标准评定结果互

认机制等方面展开合作。

中国政法大学金融专硕中心

主任胡继晔对记者说：“北方的冬

天的确太冷了，到温暖地方过冬

的美好愿望，催生了异地养老的

广阔需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

深，异地康养行业大有可为。

（据新华社）

“徐奶奶，现在您已满 80
周岁，又可以多享受一些政策

了。明天带身份证过来，我帮

您查一下。”在江西省抚州市

临川区西大街社区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社区志愿者张婷一

边为徐秀英打扫房间一边说。

80岁的徐秀英在社区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住了 2年，舒
心的服务与环境，让她早已把

这里当成第二个家。“养老中

心楼下就是社区休闲广场，社

区志愿者还时不时来陪我，住

得很开心。”徐秀英说。

临川区抓住“养老服务”

这一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和

焦点问题，有效满足老年人

日间照料、夜间护理、情感交

流、文化娱乐等方面需求，让

全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

养老服务也由城区逐步

延伸至乡镇。走进临川区东馆

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院内各

种花草错落有致，崭新的健身

器材一应俱全。休闲亭里，老

人们围坐在一起聊天、下棋。

据介绍，临川区各乡镇、

街道结合实际，通过“新建一

批、提升一批、转型一批”等办

法，全面推进乡镇、村（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为老

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场所。

截至目前，全区已布局城乡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84
个，农村颐养之家、光荣院、幸

福院及养老服务中心共 200
余个，惠及城乡老年人 10万
余人。 （据新华每日电讯）

江西抚州临川区：

养老服务全覆盖 托起最美“夕阳红”

� 当前，养老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适应老年人的需求，异地养老正悄然

兴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冬南夏北”候鸟式养老方式。

老年人在异地养老最关注什么？如何借助市场力量加大优质养老服务供给？如何在

异地养老机制探索方面为全国提供经验和模板？聚焦异地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近

日在北京、黑龙江、海南等多地展开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