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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洋漾

一、引言

孟子曾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句话，放

在全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适用。老年群体

人数暴增、老年人口比例呈级数向上发展⋯⋯这些

复杂社会现象的背后浮现出老年群体新一轮极为

迫切的养老需求。从理论上来说，根据马斯洛需

要层次理论，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自然而

然会出现较高层次的需求。当“老有所养”普遍得

到满足后，“老有所乐”必然成为了老年群体最为

关心的话题，同时也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现阶段亟

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可以这样说，现阶段我国老年休闲产业没有

得到系统化的发展，老年群体休闲文化需求持续

上涨与休闲产业发展缓慢之间的矛盾逐步显现并

呈现出扩大态势。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如乌兰察

布市，这一矛盾更为突出。

一方面，各地区与老年休闲活动相关的基础

设施不完善。在各个老年社区，可以看到老年群

体的休闲生活比较单一，老年人聚在一起打牌、下

棋的场景随处可见，除此之外，鲜有其他。很多老

年人并非只钟情于打牌下棋，而是基础设施短缺的

尴尬现状制约了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老年群体

的休闲观念比较陈旧，在闲暇时间只能接受看电

视、下棋等常规活动，对于新鲜事物接受起来较

慢，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老年休闲产业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拓宽老年休闲产业发展思路，本

文特立足乌兰察布市老年休闲产业发展现状，从

多个角度进行全方位深入探析。

二、现状分析

（一）乌兰察布市老年人口概况

目前，乌兰察布市共有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

近 60 万人，占市内总人口比重为 22%，这意味着

该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80 岁以上老

年人口有 8 万余人。

2014 年以来，乌兰察布市已先后创建老年协

会 200 多个，在积极举办各种老年活动方面发挥

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当地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

（二）乌兰察布市老年群体休闲活动现状

为了准确地掌握乌兰察布市老年群体休闲活

动现状，笔者特设计问卷，发放给若干老年社区

与养老机构，并走访相关部门了解实情，通过调

查，笔者发现，乌兰察布市老年群体休闲活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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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呈现出以下特征 ：

首先，缺乏正式的老年休闲娱乐活动组织。

由于乌兰察布市老年群体对娱乐休闲活动的认识

还存在局限性，同时，受长期生活方式影响，导致

该地区老年人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正式的老

年休闲娱乐活动的相关组织，老年人活动多为自发

形成。

其次，许多老年人习惯于选择一种休闲娱乐

活动，活动方式单一。从收回的问卷中可以看出，

经常选择体育性休闲（如散步、体操、广场舞、慢

跑等）的老年人约占 33%，选择知识性休闲（如阅

读、写作、收藏等）的老年人约占 17%，选择娱

乐性休闲（如棋艺、摄影、钓鱼等）的老年人约占

26%，选择艺术性休闲（如音乐、戏剧、书法等）

的老年人约占 20%，部分老年人经常进行两种以

上的休闲娱乐活动，而同时也有少部分老年人选

择其他休闲娱乐活动。

再 次，老 年群体选择休闲活动时自主性较

差，政府依然发挥主导作用。经过调查，乌兰察

布市全市老年协会从 2014 年的 2 个 逐步发展壮

大，到目前在民政部门进行注册的已有 200 余个。

老年协会积极举办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休闲活

动，激发了老年群体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为全市

和谐社会的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由民政部

门牵头举行的送戏下乡、敬老月活动、黄河五省区

老年书画展、老年人空竹艺术节等活动，也深受当

地老年群体的欢迎。

（三）乌兰察布市老年休闲产业基础条件

1. 交通及区位优势明显

乌兰察布市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处

呼、包、银经济隆 起带和京津唐 经济圈的结合

部，属环海经济区的范畴。东距北京 320 公里，

距出海天津港 400 公里，西接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

市 130 公里，南倚煤都大同 100 公里，北与蒙古国

接壤，距我国对蒙开放的最大陆路口岸二连浩特

300 公里。乌兰察布市不仅有优越的区位优势，而

且具有便利的交通优势。京包、集二、集通、丰准

四条铁路贯穿全市十个旗县市区，京呼高铁 2019

年开通，集大高铁列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乌兰察布集宁机场正式通航，“十三五”期间将建

成首都国际机场的备降和客货运输协作机场，升

级为国际机场。乌兰察布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集宁

区，形成了铁路、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便捷

交通网络。集宁是京包、集二、集通铁路的交汇

点，是连接东北、华北、西北三大经济区的交通

枢纽，也是中国通往蒙古、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重

要国际通道。110、208 国道和京呼高速公路也交

汇于集宁区，是国家“五纵七横”重点规划的十二

条公路中的两条重要公路，与呼海大通道等 10 条

省际通道及集宁通往各旗县市的公路网，共同形成

了以集宁区为中心，贯通东、西、南、北快捷公路

交通格局，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近 7000 公里。

便捷的交通条件成为乌兰察布市发展老年休

闲产业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便于该市“引进来”与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把有关养老休闲产业的先

进理念引进来，同时以外出考察、学习、培训等

多种途径广泛接触其他地区有关老年休闲产业的

先进理念与经验。此外，很多北京、河北、山西等

地区的老年人每年夏天都会把乌兰察布市作为避暑

首选之地，也便于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2. 老年群体经济收入显著提高

虽然中小城市整体经济水平较为落后，但是

近年来，在国家及地区有关扶持政策的帮助下，中

小城市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也在逐年增高。以乌

兰察布市为例，老年群体除享有正常的退休工资

和社保工资外，80 岁以上高龄老人还享有自治区

与市级配套津贴，发放标准为低收入高龄老年群

体每年 1500 元，领取低保与离退休老年群体每年

1200 元，而百岁老人每年 7200 元，全部由自治区

财政配套。

根据统计指标，城乡居民恩尔格尔系数也在

逐年下降，2017 年乌兰察布市城镇居民家庭恩格

尔系数为 34.1%，下降了1.4 个百分点。当然，老

年群体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基本生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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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老年群体的消费倾向也逐

渐转向娱乐、养生、旅游、文化等休闲方面。可以

说，经济的发展为老年休闲产业提供了主动力。

3. 老年群体消费观念逐渐转变

长久以来，由于物质条件的匮乏以及生活水

平的不宽裕，导致中国成为重储蓄、轻消费的国

家，尤其是老年人，受传统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影响，更习惯于把钱存起来，防患于未然。同时，

老年群体消费呈现出对价格敏感、注重安全性、

需要更多情感关怀等特征，特别是中小城市的老

年群体更是如此。

然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国民经济水平逐

步提高，国民的消费意识也更加理想、成熟，在物

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

始注重精神需求，希望得到身心的共同发展，消费

观念也更趋于健康、舒适、情感的方面，各种娱

乐休闲产品逐渐走入老年人的生活，而旅游也成

为老年人最为热衷的休闲活动之一。加之现代消费

方式的普及，越老越多的老年人也逐渐体验到信

用卡消费、网上购物、微信和支付宝支付等的方便

快捷，老年休闲产业在内外需求的驱动下应运而

生，引导着老年群体新的消费需求。

4. 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笔者在调查中得知，乌兰察布市 60 岁以上老

年人口已近 60 万人，伴随乌兰察布市老年人口人数

的增长，以及这部分老年群体消费能力的稳步提

升，这部分市场需求将成为老年休闲市场的主要

驱动力。当然，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也构成老年休

闲市场的主要消费对象，在推动乌兰察布市老年

休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对于中小城市而言，老年休闲产业现阶段还

属于幼小产业，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与保护才能

逐步发展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从产业

本身来看，其发展规模、经营与管理水平、经营者

思路等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具体而言，乌

兰察布市老年休闲产业存在如下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老年群体休闲观念陈旧

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我国老年群体先生

产、后消费的观念根深蒂固，休闲意识较为淡薄。

乌兰察布市尚属于我国欠发达的西部地级市，经济

仍然处于中下游水平，老年群体更加习惯于俭朴的

生活方式，很少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除去生活必

需品的开销，剩余的几乎全部用于储蓄以及对子

女的补贴。由于多年来秉持勤俭节约的传统价值

观念，乌兰察布老年群体中，鲜有在老年休闲文

化产品方面消费者，导致长期以来当地老年休闲文

化产业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老年文化休闲形式和内容单一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大多数乌兰察布市老年

人的休闲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单一，他们的闲暇时间

基本以打牌下棋、种花养鸟、唱歌跳舞、看电视

等的形式度过，很多老年人用休息替代休闲，不习

惯于走出家门去接触品种繁多的休闲产品，导致

该地发展文化休闲产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三）与休闲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不完善

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乌兰察布市老年休闲

设施不足的现状十分明显，表现为缺乏休闲产业

规划用地，休闲场所、交通工具、绿地面积等基

础设施没有得到保障，无法满足老年群体休闲的

需要。

（四）老年休闲产业社会支持系统滞后

在国家层面，老年休闲产业的大环境支持较

为滞后，如与休闲产业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政

府支持力度不大，与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信息、

银行等相关部门缺乏合作机制，影响老年休闲产

业迅速扩张。

四、推进乌兰察布市老年休闲产业发展

的若干建议

万事开头难，任何事业在它起步时都不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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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同样，作为新生事物的老年休闲产业，其

发展也势必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探索期。立足于乌

兰察布市现状，要推进当地老年休闲产业稳定发

展，可采取以下发展思路。

（一）以政府为主导，加大老年休闲产业支

持力度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老年群体对休闲产业

的需求也日益高涨。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老

年休闲产业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2011 年，国务

院颁布《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7

年又出台《“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

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要繁荣老年休闲文化，加

强老年人精神关爱。

基于我国国情，政府在产业扶持方面仍然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立足于乌兰察布市，完善覆

盖城乡的老年公共休闲文化设施网络，在基层公

共文化设施内开辟适宜老年人的娱乐活动场所，如

乒乓球室、健身房、练歌房、舞蹈厅、书画社等，

增加适合老年人的特色休闲文化服务项目，如图书

借阅、乐器学习、插画课程等。在基本财力允许

的情况下，向当地老年人免费或优惠开放部分公共

休闲服务设施。继续开展送戏下乡、老年书画展、

农村与社区电影放映、敬老月活动、草原书屋等深

受老年群体欢迎的休闲文化活动，丰富他们的晚年

生活。积极培育当地老年休闲品牌，在税收、信贷

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引导本土企业积极开发老

年休闲产品，支持老年休闲产业良性发展。

（二）以企业为主体，打造更适于中小城市

老年群体的休闲产品

相对于其他产品而言，现阶段有关老年休闲

的产品可清晰地呈现出种类少、科技含量低、缺乏

创新等特性，因此，要使老年休闲真正做到产业

化发展。一方面，提升老年休闲产品科技含量。

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研发系统，不断开

发出新的更适于新时代老年群体的休闲文化产品，

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要融入更多的科学技术，提

升老年群体的休闲生活品质 ；另一方面，发展老年

休闲产业要具有当地特色，打造品牌示范效应。

就乌兰察布市而言，可把当地浓郁的察哈尔文化

融入老年休闲产品设计中，或者把当地老百姓喜爱

的剧种，如东路二人台等作为投资的重点，创新载

体，培育本土特色。不仅使当地老年人休闲文化生

活得以提升，符合老年群体怀旧心理，还能使乌兰

察布市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三）强化休闲文化建设，为老年休闲产业发

展提供良好平台

随着乌兰察布市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老年群

体逐渐接纳休闲生活的理念。但是，现阶段城乡

老年群体休闲生活还存在较大差异性，要想促进

老年休闲产业均衡发展，还需要在产业发展过程

中进一步加强休闲文化建设，提升老年群体精神

文化生活质量、休闲文化水平。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再加上经济、

社会、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老年群体追求的不

仅仅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同样是他们的关键需

求。发展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老年休

闲产业，可在提升中小城市老年群体生活质量、推

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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