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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旅居养老，虽在中国兴起不
久，但在西方却有悠久历史。早
在 18 世纪，西欧各国的贵族和艺
术家就热爱回归自然的旅行。一
家人到乡下避暑，属于欧洲社会
早期的旅行风尚。

近年来，跨国养老产业在欧
美等国流行，挪威等国家先后在
西班牙南部开设大型养老公寓。
西班牙低廉的房租、充沛的阳光
和优美的风景，吸引着欧美许多
老年人旅居。

国外老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国
老人的有所不同。首先，他们不
用照顾孙辈。对中国许多家庭而
言，带孩子成了老人的重担。而
在国外鲜少有这种事，老人退休
后，都开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其次，有些外国老人为了玩得舒
服，还会卖掉自己的房子，买辆
房车边走边玩，这在国内罕见。
因为国内很多老人，没有房子就
没有安全感，而且子女不会支持
这种做法。

最后，国外老人的生活浪漫
轻松，他们喜欢在一个地方随遇
而安多住些日子。我在房车营地
就曾遇到过一对老夫妇，他们爱
上在海边栈桥钓鱼，因此决定多
住 3 个月，过完钓鱼季再走。如
今，这种“随心所欲”的老人，
在中国也慢慢多起来。 晚综

海南过冬为养病

吸引“候鸟们”的最常见的一个说
法即：海南的气候能治病。因为海南冬
季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以上，因此，对
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气管炎、高血压
等慢性疾病有明显的缓解作用，于是去
海南养病成了不少老人的选择。

刘师傅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身边不
少亲友都在海南买了房子，并不断向他
宣传着海南气候“治疗”的神奇功能，
告诉他，不少和他有着相同症状的老人
来到海南，住一段时间就能够“自愈”。

退休后的第一年冬天，刘师傅就迫
不及待地拉着老伴飞到在海南东方市，
他在这里买了“度假房”。刘师傅说，刚
开始和老伴都有些不太习惯。十一月的
老家阴冷潮湿，隔三岔五就阴雨绵绵，
来到海南，就跟夏天完全一样，不管是
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需要适应。很
快，老两口适应了海南的生活。和其他
老人一样，去海边溜达成了他们每天必
做的“功课”。吹吹海风、捡捡贝壳，晚
上再去小广场上跳跳舞，日子过得平静
而舒坦。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刘师傅
的支气管在海南居然没犯毛病。这让刘
师傅不住地感慨，逢人便说海南空气好。

自娱自乐把菜种

在海口市临高县买度假房的林阿

姨，别看年
纪大了，却
跑到海南当
上 了 “ 农
民”，还自己种菜，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
活。

2015 年，64 岁的林阿姨到临高县买
了套度假房，过上了“候鸟生活”。由于
所买的小区地势较偏，距离县城有三四
十分钟的车程，附近也没有农贸市场，
生活十分不便。还好，小区开设了“开
心农庄”，将闲置的五六亩地无偿提供给
业主，林阿姨和邻居们纷纷认领了自己
的小地块，种起了蔬菜。

林阿姨说，她种的范围不大，劳动
量也不强。而且种菜还有着潜移默化的
健身作用。在种菜过程中，可以使人暂
时忘记烦恼，激发对生活的热情，从而
调动了身体的抗病机能。特别是感到无
聊的时候，就跑到菜园转转，看看蓬勃
生长的各式蔬菜，心里特别满足。

设施不全有点烦

能治病，有趣味，海南度假生活让
很多北方老人乐不思蜀。不过，也有一
些老人反映了在海南生活时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

临高县林阿姨住的小区有“先天不
足”的地方。“我们小区地势偏远，去县
城还得坐班车。”林阿姨说，小区虽然有
班车去县城或者海口市，但毕竟不方

便。她说，小区周边的配套设施基础薄
弱，没有大型商场，也没有银行、医
院，急用钱的时候，就得专门坐班车往
城里跑。为了出行便利，有体力好、反
应灵活的老人甚至自己购买了三轮摩托
车，风风火火地在小区进出。

提起海南的度假生活，同样居住在
临高县的张阿姨就有些心烦，据她反
映，近两年，随着冬季大批“候鸟”到
临高县过冬，不少小区陷入“水荒”。张
阿姨的小区现有上千户居民入住，其中
大多是外来人口，是个典型的“候鸟”
小区。从2017年开始，小区每到12月起
便停水。为此，当地政府拿出的解决方
案是，每天有水车拉水到蓄水池，分时
段供水，每天3至4次，每次供水不到一
小时，水质浑浊且不够用。

业主们也曾向县水务局反映，县水
务局回复说，造成我们小区缺水的原
因，除水厂设备落后，没办法扩产外，
还因当地现在是枯水期，浑浊度很高，
水厂无法满足地势较高区域供水。“本想
到海南度假，没想到却遇上了这样的烦
心事，希望今年能有好的解决办法，否
则只好放弃在海南的度假计划了。”张阿
姨表示，到海南度假生活，一定要提前
打探清楚，做足准备，才能真正享受到
愉快的“候鸟”生活。

据《遵义晚报》

根据旅居养老的目的和旅居场所的不
同，我国旅居养老产业可分为以下五种模
式：

其一，候鸟式旅居养老模式。这是我
国最早也是最主要的旅居养老模式。与其
他旅居养老模式不同，只需支付交通费和
房租费成本低廉，它又细分为三种：第
一，暖冬旅居养老，冬季从北方到海南、
舟山等南方过冬，逐渐受到北方老年群体
的热捧，尤其是海岛为主的冬季疗养基地
颇受欢迎；第二，夏季避暑旅居养老，夏
季北方滨海城市，比如秦皇岛等地毗邻大
海空气清新，也受到老年群体的欢迎；第
三，景区旅居养老，依托山林、湖泊、滨
海和温泉等自然生态资源，形成组合式景
区旅居养老模式，远离城市喧嚣陶冶情

操，在杭州千岛湖和云南丽江等风景秀丽
的地区逐渐发展起来。

其二，疗养式旅居养老模式。因为年
龄增长，老年群体的身体机能下降，对医
疗护理需求愈来愈高，可以细分为三类：
第一，中医养生旅居养老；第二，西医护
理旅居养老；第三，美食养生旅居养老。
虽然这种模式符合老年群体的疗养护理需
求，但是成本较高。

其三，文艺鉴赏式旅居养老模式。可
分为以下三种：第一，古城古镇旅居养
老；第二，民俗民风旅居养老；第三，宗
教禅修旅居养老。虽然这种模式符合他们
的精神追求，但对他们的素质要求也很
高。

其四，田园式旅居养老模式。以农家
乐、乡村农事体
验、特色乡村为
依托的旅居养老
产业模式，未来
还能开发渔村、
牧村、林园、酒
庄等特色田园旅
居 养 老 产 业 项
目。虽然这种模
式亲近乡村回归
自然，但服务水
平和配套措施都

有待提高。
其五，社区式旅居养老模式。属于养

老产业和地产相结合的养老模式，以北上
广深等大城市居多。大部分社区式养老地
产还停留在概念层面，缺乏专业全面的外
围养老服务。这种模式综合性较强，面向
的老年群体范围广，但投资力度较大，需
开发商有持续经营的能力。

温暖的气候，宜居的环境，可使老年
疾病得到改善。

老人跟着常规旅行团时间太赶，选
择节奏慢、康养结合的旅居养老，更适
合他们归隐山林的田园梦。慢节奏轻旅
行，可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文化艺
术，线路轻松而愉快。老年游学等外出
旅游能广交好友，与家人和志同道合的
好友结伴而行，共度美好时光，可使其
心情舒畅消除孤独感。长达月余的深度
旅居，结交新的朋友圈，可以消除老人
没有子女陪伴的寂寞。

老年朋友置身于名山胜水，既能锻炼
体魄，又能呼吸空气中的负离子，调节神
经系统增加血蛋白，加速其肌肉内代谢产
物输送，消除疲劳。因此，养老不仅是居
家、社区和儿女孝道，更应该有诗和远
方，正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
喧”，老人旅居能获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
幸福！

“候鸟老人”的幸福与烦恼
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很多人为了避寒

会选择去温暖的南方城市，作为首选的就是
海南。海南位于我国最南边，优越的临海条
件使得这里冬天也阳光普照，气候适宜，因
此每年从秋天开始，便陆续有老人到海南避
寒，这些每到冬天就定期去海南避寒的游客
们有个可爱的名字：“候鸟族”。2019年的
冬天即将到来，即将飞往海南的“候鸟”们
准备好了吗？

中国旅居养老可分为五种模式

旅居养老到底有什么特别之
处，具备哪些吸引力呢？仅仅是
慢节奏的旅途吗？其实不然，如
果能做到如下几点，这或许才是
我们所期待的旅居养老之理想所
在。

能在一个舒适的优美环境中
进行一种体验和感悟。即在优美
的大自然环境中，放松心情、调
整心态、放慢脚步，能全身心投
入在漫漫旅途中，细细品位和观
察，参与采摘体验、观光文化博
览等，以获取新知，获得身心愉
悦和健康，这是旅居养老之所的
必备条件。

要具备专业的生活服务及医
疗保障条件。除自然环境优美的
因素外，还必须要有专业化的养
老服务，为中老年人提供必要的
生活服务、专业化的健康检测和
医疗保健条件，这是旅居养老的
决定因素。

还需要具备丰富多彩的业余
生活功能。考虑到中老年人特殊
的心理需求，在旅居之所还应配
置体育活动、文化活动、老年大
学等丰富的业余生活功能，帮助
中老年人保持和改善智力、记忆
力和情绪状态。

旅居养老的特点

国外旅居养老流行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