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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住养老院年轻人住养老院、、吃社区助老食堂……吃社区助老食堂……

““蹭老式蹭老式””消费香在哪消费香在哪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在老年食堂实现“吃饭自
由”、到老年大学上兴趣班、跟随

“夕阳红”旅游团出行、提前住进
养老院感受老年生活……近
来，年轻人频频“闯”入老年消费
场景，掀起“蹭老式”消费热潮。

所谓“蹭老式”消费是指年
轻人涌入老年消费市场，通过
参加老年人的活动或服务以此
得到高性价比的消费体验。什
么吸引了年轻人“蹭老式”消
费？当这届年轻人爱上“蹭老
式”消费，背后又有哪些需求需
要被看见？中国城市报记者展
开采访报道。

“蹭老式”消费性价比高

在北京市东城区一家社区
老年食堂内，记者看到了老年
人和年轻人交织坐在一起吃饭
的场面。食堂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里创办的初衷更倾向于
做成助老食堂，只不过食堂没
有限定顾客人群，一直以来面
向各年龄段的大众开放，但是
老年人可以办卡，菜品会比日
常价优惠几块钱。

几位店内的年轻顾客告诉

记者：“这里菜品分量和口味都
非常‘在线’，搭配合理、少油少
盐，又不是预制菜，感觉比外卖
更适合我们的口味。”菜品干
净、健康、量大又便宜成为年轻
人来此的重要理由。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怡然看
来，忙碌于工作和学习的年轻
人，很难有精力操持一日三餐，
于是只能依托外卖等解决，但
外卖的食品安全卫生情况又得
不到保证。价格实惠、营养卫
生的社区助老食堂是横向对比
之后的最优选择。

“年轻人选择在老年食堂
吃饭与现在提倡节俭、健康、绿
色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这
种消费模式的变化可能是短时
的，是基于当下年轻人收入、生
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一种反
应。”刘怡然说。

除了在吃的方面要“蹭
老”，年轻人在消费观念上也发
生了改变，不少受访者坦言：“以
前的消费原则是‘我可以不用，
但这个商品我必须得有’，现在
是‘我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
了’，更追求性价比。”

刘怡然表示，无论是餐饮、
旅游、教育领域，还是服务行业，

都要看见“蹭老式”消费背后的
真正需求。她解释说：“‘蹭老
式’消费的形成可能更多与日常
生活中的方便、节俭、安全等观
念有关，针对老年人的消费场景
可能更具有便捷性、透明化和性
价比，相关的老年产品市场由于
低门槛或无门槛吸引力青年消
费群体，也激发了市场的活力。”

代际融合新可能

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和夕阳
无限好的老年人可以碰撞出怎
样的“火花”？

在网上，被称为“最潮养
老院院长”的樊金林出生于
1997年，年纪轻轻就带领一众
年轻人在家乡河南办起了养
老院。在他管理下的养老院，
既有快乐、温情的氛围，又富
有活力，老人们在樊金林的带
领下，拍起了短视频，还会做
直播、变魔术……

樊金林曾发起号召——
“让每个年轻养老人都值得被
关注”，因此，他经营的养老院
里经常有年轻人来体验入住。

“年轻人通常住一两个月，与老
年人一同吃饭、一起参加各种
活动。闲暇时间，老人们会教

年轻人打太极、画国画、写书
法，年轻人则会教老人们弹吉
他、玩剧本杀等。老年人与年
轻人一起交流心得，对于对方
年龄段的休闲方式感到新鲜，
两个群体的碰撞组成了别具特
色的‘养老搭子’。”樊金林接受
记者采访时介绍。

刘怡然表示，“蹭老式”消
费为代际融合提供了新的可
能。年轻人和老年人本来就具
有互补性，在“蹭老式”消费场
景下，代际之间加强了交流，有
助于弥合代际鸿沟，能够提升
代际交流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增进年轻人与老年人在思想观
念、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
的理解与交流。

刘怡然提出，对于企业发
展“蹭老式”经济，建议其在制
度上或商业上有更多匹配新消
费理念的模型。这样既能促进
经济发展，又可以在经济快速
发展的同时，巩固绿色、可持续
的发展观念。

让快乐可持续
找到适合自己的消费方式

“蹭老式”消费究竟能“薅”
到多大的羊毛？

记者在采访调研中发现，
老年人的消费市场价格是“真
香”。比如，老年大学的钢琴课
一学期16节，仅需260元，而
市面上一节50分钟的钢琴课
就需要300元；去一趟北戴河，
包吃包住包往返车票，跟夕阳
团出行7天只需要700多元，
而市场价至少要翻三倍；在老
年食堂吃一顿一荤一素有汤有
主食的套餐，只需要 10元左
右，点一顿外卖则至少需要20
元，而且还有可能是预制菜，不
太健康等……

不难发现，年轻人从追逐
购买临期商品、平替商品，到拼
车低碳出行，再到热衷于逛奥
特莱斯等折扣店……他们越来
越追求极致的消费性价比，反
映了其趋于理性的消费观念。

“蹭老式”消费不能简单地
判定为消费升级或是降级。刘
怡然说：“消费升级和降级都要
与自己的能力相匹配，盲目高
消费或一味地攒钱压抑需求，
都是不健康的。重要的是选择
更适合自己的消费方式，这样
才能够让快乐可持续。”

有专家认为，在社区等地，
针对老年人的产品、服务吸引
年轻人的目光，这说明市场对
年轻人的消费需求有待更多地
去了解。未来应该鼓励更多机
构或商家，针对年轻人的真实
需求，推出一些新的消费产品
和消费模式。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
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
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表示，

“蹭老式”消费热潮的出现，正
说明了当前有相当一部分空白
的市场在等待填补。在不断完
善老年人群体普惠性项目建设
的同时，或许也可以适当扩大
优质资源供给，对年轻人的这
部分需求投入更多关注。比
如，在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福
利上更多为年轻人考虑。

的确，老年人和年轻人的
需求都应该被看到。或许，当
年轻人的消费场景也可以追求
更高性价比时，他们也就不必
再“蹭老”了。

■人民网记者 孙红丽

11月30日，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束珏婷在例行发布会上介
绍，截至目前，全国示范步行街
数量已达到 19条，北京王府
井、上海南京路、西安大唐不夜
城、成都宽窄巷子等都位列其
中。下一步，商务部将总结推
广全国示范步行街经验，继续
指导各地推动已有步行街设施
改造和业态升级，提供更多舒

适、便利的购物休闲环境，更好
满足居民品质化、多元化的消
费需求。

近日，商务部印发通知，将
哈尔滨中央大街等8条步行街确
认为第三批“全国示范步行街”。

“这8条步行街都位于城
市中心区域，拥有较为深厚的
历史底蕴和商贸基因。”束珏婷
指出，随着地区经济社会不断
发展，原有步行街环境不佳、设
施老旧、体验单一等问题日益

显现，与居民消费需求不相适
应。为此，2020年6月以来，商
务部将哈尔滨中央大街等纳入
了全国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
会同各地遵循发展规律，尊重
历史文化，坚持市场导向，“一
街一策”制定工作方案，扎实推
进改造提升各项任务。

束珏婷介绍，改造提升后
的步行街呈现出明显变化：一
是环境面貌明显改善。各步行
街围绕立面地面、绿化景观等

优化街区环境，呈现出美丽舒
适、各具特色的街区风貌。

二是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各步行街在提升购物、餐饮等
传统业态的同时，引入沉浸式、
体验式新兴业态，打造多元消
费场景。

三是文化底蕴充分彰显。
各步行街传承历史文脉，挖掘
独特文化内涵，推动商旅文融
合发展。

四是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各步行街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引导各方主体共同参与改造提
升，形成共商共治共享的管理
模式。

五是综合效益逐步显现。
8条示范步行街累计引入城市
首店162家、旗舰店154家、中华
老字号品牌46个、国内国际品牌
6300余个，消费者和商户平均满
意度均达到90%以上。2023年
1-10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
别增长53.3%和31.0%。

商务部商务部：：全国示范步行街数量已达到全国示范步行街数量已达到1919条条

湖南麻阳：
“橙”果出海

直供香港驶向中东

11 月 28日，2023“世界长寿

乡”麻阳冰糖橙采摘季在湖南省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举行。当

天，麻阳出口中东的麻阳冰糖橙

首发专车启动，标志着今年第一

批麻阳冰糖橙“出湘跨海”，驶入

国际市场。

据介绍，麻阳苗族自治县被誉

为“中国冰糖橙之都”。2023年，麻

阳冰糖橙种植面积达28.5万亩、年

产量46.8万吨，均居全国首位。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