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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一天，我坐在餐
桌前，看着面前的一盘盘
菜，眉头紧锁——这菜盐放
得太多了，咸得让人难以下
咽。我抬起头，看向厨房的
方向。母亲正在那里忙碌
着。我叹了口气，不满地抱
怨：“妈，您做的这菜，放了
多少盐啊？这么咸。”母亲走
过来，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
轻轻拿起桌上的筷子，尝了
一口菜，然后摇了摇头说：

“不咸呀，我觉得还好啊。”
她疑惑地看着我，似乎不明
白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我有
些无奈地看着她，说：“不是
跟您说过，上年纪了不要吃

那么咸吗？对身体不好。您
怎么就不听呢？”母亲轻声
回答：“知道了，知道了。”她
转身走向厨房，口中还小声
嘀咕着：“这不算咸啊。”

我知道母亲的口味很
重，但从未想过是因她的味
觉正在退化。直到有一天，偶
然听医生朋友说起老年人味
觉退化的现象，我才恍然大
悟。原来，母亲之所以总是把
菜做得齁咸，其实都是因为
她的味觉正在逐渐退化。

岁月暗暗剥夺了母亲
的味觉。母亲并没有察觉到
自己的味觉在悄悄地远离
她，每次我责备她，她都是

一脸茫然地说：“这不算咸
啊。”她不曾怀疑过自己的
味觉在变化，岁月总是将它
对人的伤害隐藏得很深。

或许，这味觉的变化只
是生命长河中不可避免的
一部分。年龄的增长使母亲
更加需要关怀和照顾，我不
能再责备她，她已经开始面
临老年生活的各种挑战。

我走进厨房，看着母亲
忙碌的身影，心中充满了感
激和愧疚。母亲费尽心思给
我做出一盘又一盘丰盛的
饭菜，其中的味道或许会偏
离我的期待，但她的这份爱
却始终如一。

味 觉
子安

最近，71岁的吴桥县赵家茶棚村村民王兴仁与老伴喜欢
上了手工插花，老两口经常在一起感受插花艺术的乐趣，并带
动邻里学习插花，提高了动手能力，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

金元 晓东 摄

提到中国老人的退休生活，
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如果还是在
公园里下棋、在广场上跳舞、在
沙发上看电视……那你就已经
落后于时代了。

每年 2000 万人入
场，“夕阳力量”托起朝
阳产业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
福祉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从老年助餐、养老照护、文
体服务、适老化改造、金融支持
等多维度出发，提出4个方面26
项举措。这也是我国首部“银发
经济”政策文件。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退休潮”。上世纪 60
年代生人正以平均每年 2000万
人的速度退休。职场轨迹与改革
开放同步，见证中国经济腾飞，
不断追求美好生活，是他们身上
的时代烙印。

买房车、开直播、玩摄影……
这些“新老人”不再完全依赖儿
女，有积蓄、敢消费，懂生活、会
享受，紧跟社会潮流，一股强劲
的“夕阳力量”正把银发经济托
举成一个朝阳产业。

“银发经济不是简单开个养
老院，弄点轮椅和老花镜就算了，

而是一个横跨第一、二、三产业，
覆盖年轻到年老全生命周期的产
业。”在会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研究员、新经济与新产业研
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罗贞礼表示。

罗贞礼解释，银发经济可以
概括为“衣食住行用、康养文旅
服”，共涉及 1000 多个细分领
域，不仅是一个宽阔的新赛道，
还是一个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的潜力巨大的产业。

此次发布的《意见》提出，打造
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推广应用智
能护理机器人、家庭服务机器人、
智能防走失终端等智能设备。

“老人不需要自己操作手机，
只需对着机器人说一声，后方平
台就会自动链接所需的服务资
源。”安利智智能机器人科技董事
长银建国介绍，“我们这款机器人
的定位，就是老人们的‘干儿子’，
还能提供居家安全报警、健康报
警、远程医疗等服务。”

支撑银发经济发
展，核心还是服务

“机器人平台只是入口，支撑银
发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要靠服务。”全
国工商联养老与家政服务业委员
会秘书长、“阿姨来了”公司董事
长周袁红表示，就居家养老而言，
家政业要发挥“扛大鼎”的作用。

《意见》提出，要拓展居家助

老服务。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
业、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扩大中医药在养生保
健领域的应用，发展老年病、慢
性病防治等中医药服务。

在座谈会上，北京民族医药
文化研究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关爱健康管理服务董事长唐
勤介绍了对养老服务人员进行
中医培训的情况。唐勤说，中医
健康养老护理员是一支新的职
业队伍，在掌握养老护理员服务
技能的基础上，运用中医学的理
念、思想、知识、方法、技能，实施
照护老人身心健康服务。

如今，养老护理服务需求愈加
旺盛，但相关行业存在人才队伍数
量短缺和流失率较高等问题。

“护理人员技能低导致薪酬
少，薪酬少又导致他们不愿主动
提升技能，进而导致就业意愿下
降。”唐勤认为，要解决养老护理
服务人才短缺的情况，全社会就
要加大投入，不断提升护理人员
的技能，通过满足不断升级的需
求，提升收入水平。

周袁红建议，要积极培育行
业龙头企业，对经营服务和市场
需求同时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升
级，提升养老服务水平质量，保
障从业人员的权益。

唐勤提出，可以对赋闲老年
人进行与其自身密切相关的中
医药养老再就业技能辅导与岗

位推荐，将身体健康、有意愿继
续服务社会的退休老年人调动
起来，在家庭、社区和机构中实
现健康自护、健康互助。

发挥民企作用，
创造更多可能性

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
60周岁及以上人口有 2.8亿，银
发经济规模在 7万亿元左右。预
计到 2035 年，银发经济规模将
达到30万亿元左右。

面对这个巨大的市场，如何
培育经营主体？《意见》提出，发
挥国有企业引领示范作用，鼓励
和引导国有企业结合主责、主
业，积极拓展银发经济相关业
务。发挥民营经济作用，完善政
企沟通联系机制，打破不合理的
市场准入壁垒，推动银发经济政
策、资金、信息等直达、“快享”。

对于养老机构的发展，多家
企业均表示，“公办民营”仍应是
行业主流。

全国工商联养老与家政服
务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福龄金
太阳健康养老董事长黄小蓉提
出，养老属于长期投入、利润微
薄的行业，从场地选址及租金
上，可以盘活闲置社区用房、配
套用房，通过房租优惠、补贴政
策、税收优惠来鼓励养老企业多

投入、用心投入。
《意见》还提出，要推进产业

集群发展，在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区域，规划布
局10个左右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
园区。同时，发展抗衰老产业，推
动基因检测、分子诊断等生物技
术与延缓老年病深度融合。

会上，荣华控股执行总裁郝
晓婵介绍了在西安投资建设银
发经济产业园的情况；复星医药
公共事务部联席总经理信明慧
也就老年人常用药开发等议题
作了发言。

郝晓婵建议参考日本的长
期护理保险，允许养老机构参与
一些在床边的基础护理，减轻医
院负担，老人用个人医保账户支
付，不需要两头折腾，不需要占
用医疗机构床位。

银发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
发展新的增长点，民营企业如何
深耕养老蓝海，构建老龄友好型
社会，创造更多可能性，仍要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国家发改委社
会司副司长郝福庆表示，满足老
年人需要的核心是服务，要通过
科技赋能，完成衣食住行、康养、
文化、旅游的升级；通过要素集
聚，提升产业质量效益，提高行
业发展水平；后续将加强行业分
析研判，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
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据《中国新闻》报

60岁以上人口有2.8亿，老年人群规模巨大——

民营企业如何“扛起”银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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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之家老年公寓
星级养老服务机构，环境优雅，护理专业，服务贴心，营养膳食，丰富
多彩的文娱生活，交通便利，是老人理想的选择。常年招收老人入住。
地址：解放东路芦家园村南 306、307、901芦家园站下车即到 电话：13784749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