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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吊坛村的云野听语

民宿刚刚送走了一批银发族游客。店长胡

甜甜告诉记者，这两个月，他们接待的银

发族游客占游客总量的 60%，约 200位。与

去年同期相比，今年银发游客数量增加了

5%-10%。“目前来看，‘五一’假期的预订

量较二、三月份下降很多，但仍占 40%。”这

也显示出银发族游客错峰出游的特点。

“出门旅游对我来说绝对不是走马观

花式的打卡拍照，我希望能悠闲地体验当

地的民风民俗，了解人文历史。”自 2022年
退休以来，李莉经常与家人和朋友外出旅

行，在她看来，旅行的体验感很重要。

退休 5年的钟淑清也有同感：“每去到

一个新的地方，即使时间有限，在游玩过程

中我们也乐意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饮食喜好。”

随着1962-1973年我国第二次人口高

峰期出生的人群大规模进入退休阶段，“新

银发族”以“深度体验、品质优先”为核心的

旅游消费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旅游成“老有所乐”生活
方式的新刚需

退休一年的陈云去年和 3位好友自驾

车前往西北地区旅游，“上次去是跟团游，

在每一个景点都是走马观花式地游览，停

留时间很短。而且导游会把游客带到购物

点去消费，那里很多商品价格都虚高，品质

却不尽如人意，让人没有什么消费欲望。相

比于上一次的跟团游，这次自由行的体验

感好很多”。

对于跟团游和自由行的不同体验，李

莉也有同感：“我很擅长规划行程，且就我

自身的年龄层而言，我的精力和体力都比

较好。在国内出游，我基本上都是自由行。”

李莉在出国旅游前曾担心语言和交通问

题，但通过社交平台获取旅游攻略，顺利解

决了困难。

钟淑清告诉记者：“退休后的这些年，

我出行偏爱自驾、自由行。之前和女儿去新

疆时，选择过私人定制旅行。”在她看来，虽

然这种旅行方式需支出的费用比自驾和普

通旅行团都高，但省心省力，不用自己操心

行程安排，也没有普通旅行团早起打卡景

点的辛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

宋昌耀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

表示，当前银发旅游人群大多集中于城市

区域。在城市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下，他们

享有更为健全的社会综合保障，生活稳定

且无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转

变，旅游消费对于这一群体而言，已不再是

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逐渐演变成他们追

求“老有所乐”生活方式的新刚需。

“很多新银发族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

工具，旅行规划和自主出行的能力较强，

因此，不能再以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观

光游视角来看待当下的新银发族旅游。”

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对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说。

银发出游新动向：兴趣引
领，品质至上

“入住我们民宿的银发族主要来自江

浙沪地区，这一区域经济比较发达，银发族

的退休工资较高，消费水平也高。他们在选

择民宿时，比较关注地理位置、风景和房间

设施，以及入住后的管家服务。他们在吃、

住和游玩体验方面的支出占比上，饮食约

占 30% ，住 宿 约 占 60% ，游 玩 体 验 约 占

10%。”胡甜甜说。

胡甜甜介绍，为满足银发族的个性化

需求，民宿打造了画室、茶室、艾灸房、中医

馆等设施和项目，实际运营中，这些场所使

用频率超 85%，银发游客参与度颇高。“民

宿的古琴演奏、手工制茶等本地特色教学

课程也深受银发游客喜爱，他们认为学习

这些内容既有助于自身提升，又能体验当

地文化。”

刘伟华在退休前曾是高校教师，钟情

人文地理，喜欢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博物

馆、民俗文化区域或村落。“旅游于我而言，

不只是简单的体验过程，更多是借助旅游

去接触各地民俗文化，以此涵养自身。所以

我对旅游项目的内容、目的地的选择、旅游

产品的服务质量要求较高。”

“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我的首要考虑

因素是当地的历史文化，其次是自然风光，

最后是风土人情。在旅游住宿方面，我希望

有独立的房间，保障充足的睡眠。在餐饮方

面，我每到不同的地区或国家，都希望品尝

到当地的特色美食。”退休两年的张涛总结

自己的旅行原则。

李莉告诉记者，出去旅游时，她会选择

住宿条件更好、服务质量更高的酒店或民

宿。钟淑清也表示，希望在旅游过程中吃住

条件能达到舒适的标准。

葛磊表示，新银发族兴趣爱好广泛，摄

影、驾驶、钓鱼、打牌等文娱能力多样，这使

他们对旅游内容的需求更加丰富多元，旅

游市场需要作出改变，为老年人提供更契

合他们多元兴趣偏好的个性化旅游产品。

同时，当下新银发族消费更理性。“与上一

代 50 后老人因节俭而追求便宜的价格不

同，新一代银发族更愿意为优质服务和良

好体验埋单，他们在旅游时愿意选择高品

质的酒店和民宿，以及更舒适的交通方式。

这些都体现了新银发族理性消费、追求品

质的特点。”

银发专列：解决老人出游
痛点，开启品质“慢游”新时代

近期，正值春暖花开之际，钟淑清和友

人一起奔赴各地“追花”。但在赏花途中，她

因交通问题而感到苦恼。她告诉记者，在季

节性赏花的热门景点，交通状况令人疲惫。

无论是自驾还是在当地租车，都无法直接

开到景区，需要换乘多趟接驳车。

“我们今年去看樱花时，很多路被封，

要转好几趟接驳车，携带的东西多的话，换

乘过程就更累。即使不是旅游旺季，春暖

花开时大家都去追花，人流量依旧很大。

像周三、周四这样的工作日，进入观赏区

域，停车、找接驳车，起码要花一两个小

时。”钟淑清说。

交通是旅游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

要素，交通状况直接影响游客的旅行感受。

为了满足银发族的旅游需求，铁路行业依

据季节变化和热点趋势，开通“银发”旅游

专列，设定了专属旅游线路。

3 月 15 日，京津冀地区第一趟银发旅

游专列从天津始发，途经北京丰台，河北衡

水、霸州，载着京津冀地区的游客驶往南方

看花赏景。

“在此前一个月的宣传收客期中，市场

反馈很热烈，我们提前大半个月便完成了

收客任务，后期很多客人再咨询这趟旅游

专列都已经没有名额了。”中国铁道旅行社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负责人介绍，中国铁道旅行社近期

对银发专列旅客的调研数据显示，银发族

在选择产品时，行程舒适度、健康安全保

障、文化特色匹配度位列决策因素前三，价

格敏感度稍低于年轻客群。他们更愿意为

“品质溢价”埋单，比如专业导游服务、定制

化服务等，这种消费偏好本质上是对“第二

人生”生活方式的重新定义。

葛磊认为，文化和旅游部和交通部门

主推的银发旅游列车意义重大。列车旅游

能打造慢节奏的旅行方式，让银发族从容

享受旅游乐趣，是为老年人创造高性价比

且匹配其需求的最佳旅游产品载体。同时，

银发专列是交通与旅游融合的优质产物，

它突破传统交通思维，以旅游思维打造定

制化列车，可根据需求定制停靠站点和时

间，为老人群体提供个性化旅游产品，体现

了现代旅游产业融合的趋势。

然而，在湖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李志

飞看来，当前银发专列仍存在很多改进空

间：“银发专列的旅行线路与普通线路区别

不明显，需要开发更多真正适合老年人的

适老化主题旅游线路。”

李志飞认为，对于银发专列而言，其未

来发展方向是从单纯的交通载体升级为

“康养＋文化＋社交”的复合场景，打造成

银发族的“移动家园”。

在这个复合产品中，“康养”意味着专

列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应实现适老化，且可

开通以“康养疗愈”为主题的旅行线路；“文

化”方面，可开展文化研学活动，融入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等元素；“社交”同样关键，

银发族退休后离开工作环境，失去了原有

的社交场景，容易感到孤独。因此他们有强

烈的社交需求，出游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

也为了社交。

葛磊也认为，在列车开发方面，应从交

通工具思维转向旅游思维。他建议发展车

上娱乐空间，打造读书、SPA、棋牌室等空

间，并对列车进行适老化改造，保障上下铺

安全舒适、提供健康测量服务、为上高原列

车配备供氧设施等，优化提升列车功能。

“银发旅游列车的终极定位应该是‘陆地上

的邮轮’‘行走着的酒店’。”

中国铁道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银发游、银发专列的新消费点聚焦于“适

老化+品质化+差异化”，包括融合文化体

验与康养生态的目的地开发、定制化服务、

强化医疗保障、跨界内容创新等。

“在政策扶持与市场创新的双轮驱动

下，未来有望出现更多创新消费场景，如

‘慢病管理专列’提供全程健康监测与药

膳调理，‘金婚纪念专列’打造摄影主题车

厢和浪漫怀旧活动等。这些升级不仅能创

造新消费点，还将构建覆盖‘行前健康评

估-行中智慧服务-行后社群运营’的全周

期生态，让银发旅游成为兼具获得感与尊

严感的品质生活方式。”该负责人说。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银发
游如何“乘风破浪”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年底，

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有 3.1亿，其中 65岁
及以上人口 2.2 亿，占比分别为 22% 和

15.6%，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宋昌耀认为，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

潜在旅游消费人群的年龄结构正发生显著

变化。关注银发旅游，实则是对旅游消费市

场变化的动态把握。随着这一变化，旅游业

在政策供给、产品业态、服务方式以及营销

策略等方面都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从市场拓展角度看，要积极开拓广大

下沉市场和乡村地区的银发旅游消费人

群，挖掘这部分潜在消费力量。在消费供

给优化方面，需丰富并提升面向银发旅

游的公共服务，深入推进旅游服务设施

的适老化、无障碍改造，以满足银发族

的特殊需求。而规范银发旅游消费市场

也至关重要，应严厉打击欺诈等不良行

为，同时提高银发族的旅游安全意识，为

他们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旅游消费环

境。”宋昌耀说。

“旅游的最大价值在于带来精神层面

的体验感，包括在历史文化中获得穿越感、

在自然风光欣赏中获得视觉满足感。”这是

张涛的旅游心得。对于银发群体而言，旅游

不仅是放松身心的方式，更是他们拥抱世

界、丰富晚年生活的重要途径。

（应受访者要求，陈云、张涛为化名）

这届银发族重新定义旅游消费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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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日 9时 16分，K8281次列车从

济南站驶出，“好客山东·齐鲁 1号”旅游

列车正式投入运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副厅长刘少华用 4 句话概括了“齐鲁 1
号”旅游列车的特点：升级版的绿皮火车，

嵌入丰富的文旅休闲元素，全方位的优惠

服务联动，串联资源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齐鲁 1号”旅游列车编组共由 15节
车厢组成，其中包括：3节硬座、两节娱

乐功能车、两节餐饮车、两节软卧、5节
硬卧车厢和 1节发电车。全列载客车厢共

有 666个席位、铺位。运营区间和车次包

括济南至枣庄西 K8281次、枣庄西至威海

K8282/3次和威海至济南 K8286/7次，串

起山东 11个地市、22个站点、200多家景

区，整体行程两天。列车由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铁投集团共同打造，也是山东省响应国家

号召，促进消费，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的一

次全新尝试。

这一由绿皮火车改造而来的旅游列

车，在硬件方面保留了绿皮车的原本属

性，又对车体、座椅、卫生间等进行了改

造提升，车身装饰有“好客山东·齐鲁 1
号”的主题纹样，“齐鲁”二字取自王羲之书

法作品，还巧妙融入英文的“friendly”，
体现对国内外游客的好客邀约，蓝紫色代

表“岱青海蓝”，玫红色代表“时代华

彩”，七色谱渐变飘带的图案就像黄河奔

涌的波浪。软件方面，车厢内饰焕新，增

设休闲娱乐观光服务功能。

该旅游列车还融入了丰富的文旅元

素，将在节假日和周末安排非遗展示、

非遗研学工坊和文艺演出进车厢等活

动，让游客在旅途中沉浸式体验齐鲁文

化的魅力。

列车设置了两节休闲娱乐车厢和两节

美食餐车，包含茶室、棋牌室、休闲区、

观景区等多种功能区，游客可以休闲、打

牌、聊天，还能品尝山东特色美食，购买

特色文创产品，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

于一体的山东特色旅游列车。

“齐鲁 1号”串联起了山东全省 200多
家景区，既有泰山、台儿庄古城这样的

5A 级景区，也有一些不为游客熟知的小

众化景区和乡村旅游景点，在当前“快进

慢游”的高铁时代，给游客们提供了另一

种“慢进深游”的全新列车旅游方式。

此外，“齐鲁 1 号”旅游列车惠民利

企，拉动消费，实现了“车票+景区+酒

店”的联动。据了解，截至目前，在旅游

景区方面，列车沿线已有 170 多家 4A 级

以上旅游景区推出包括大门票、交通、二

次消费等多种类型的列车联动优惠。在住

宿餐饮方面，列车沿线城市的 340多家星

级饭店和旅游民宿，推出了 900多项优惠

措施。与旅游专列不同，旅游列车的票价

非常便宜。

据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

部副主任庞学华介绍：“国铁济南局坚持

‘提质不提价’的原则，对列车编组进行

了创新和优化，对车辆服务设施进行了全

方位升级改造，但在票价方面仍然执行全

国统一的普通旅客列车定价标准。”

据悉，国铁济南局下一步将谋划开行

“泰山-黄河”“沿着黄河遇见海”“环游

渤海”等大众旅游列车，接续开好“潍坊

风筝节”“寿光菜博会”等主题特色旅游

列车，持续释放“红色沂蒙”“曲阜尼

山”等特色专线产品带动效应，推动热点

经济、流量经济更好激活消费新动能；为

满足老年游客的旅行需求，后续还将开行

“魅力江西”“畅游港澳”“新疆丝路”等

“齐鲁之星”银发旅游专列，计划开行此

类专列由去年的 21列增至今年 40列，更

好助力发展银发经济，推动“文旅流量”

转化为“消费增量”。

“齐鲁1号”旅游列车途经11市 200余景区 激活消费新动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余冰玥

“这是海波，这是赛贵妃……”在位于

山东省菏泽市的中国牡丹园观花楼，各色

牡丹交相辉映。90后赵浩和几位有 30多年

经验的老师傅一起，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

解牡丹的种植和养护知识。

4 月 8 日，2025 世界牡丹大会暨第 34
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正式开幕，许

多游客专程来菏泽看花，为满城牡丹倾倒。

一片花海带火了一座城。

“文化牡丹在洛阳，产业牡丹看菏泽。”

菏泽被称为中国牡丹之都，拥有全球面积

最大、品种最全的牡丹生产加工基地、出口

基地和观赏基地，牡丹种苗供应量占全国

85%以上。随着近年来文旅行业的发展，当

地逐步构建起从牡丹种植加工到旅游观

光、文化创意的全产业链条。

2024年，菏泽牡丹产业带动就业 50万
人，实现总产值 130亿元，牡丹节会期间单

日最高接待游客 28.5万人次，“赏花”类订

单同比增长 110 多倍，成为全国赏花十大

城市第二名。

菏泽牡丹的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年

轻人投身其中，赵浩就是其中之一。这群年

轻人种的牡丹，正在让这座城愈加火热。

“牡丹是立身之本”

“很多外地游客出于喜爱来菏泽看牡

丹，还想尝试自己种，但对牡丹的种植和养

护不了解。”赵浩说，讲解活动是他所在的

牡丹协会自发组织的，“我们想为来菏泽旅

行的游客提供方便，也为菏泽牡丹的传播

尽一份力”。

赵浩从小在牡丹田里长大。2014年大

学毕业时，家里的牡丹生意正值发展的黄

金时期，他选择回到家乡，投入这片花海之

中。培育牡丹种苗、运输销售、去外地承建牡

丹园……赵浩的日常工作涵盖了种苗培育、

技术支持、后期养护等牡丹产业全链条。

牡丹全身是宝——花的观赏价值高，

根系可入药，还可衍生加工牡丹油、牡丹

茶，牡丹花瓣做的牡丹糕等副产品，兼具观

赏、药用和食用价值。根据菏泽市发布的数

据，全市拥有牡丹生产加工企业 120余家，

科研机构 20所，开发出牡丹籽油、化妆品、

保健品、文创产品等在内的 260多种深加工

产品，2024年牡丹产业总产值达 130亿元。

“牡丹种苗一般在秋天种下，土壤不能

是碱性的，地势要高。冬天时需要用个土包

封起来，保温抗冻。来年春天发芽后，需要

在施肥的同时用上防地下害虫的药，后期

再喷叶面肥……”提起牡丹的养护，赵浩滔

滔不绝。每天，赵浩会去自己的园子里查看

牡丹的长势。

赵浩还记得，早期家里种植的牡丹以

入药为主，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于观赏牡

丹的需求越来越高，牡丹盆景和鲜切花销

量高涨。2014 年时，赵浩的牡丹田只有几

亩，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近百亩。公司还新

建了 4个反季节催花大棚。

“9月牡丹进入了休眠期，我们会把它

移植到盆中，放在大棚里，在元旦至春节期

间会重新开花，作为年宵花出售，受到很多

人的喜爱。”赵浩介绍，观赏牡丹作为年宵

花，当季的线上销售能达到五六千盆。

85后赵文双也是牡丹花农第三代。老

家赵楼村是古老的牡丹种植地，赵文双爷

爷一辈便开始种植牡丹。12 岁起，赵文双

一到假期就帮家里打理牡丹，跟随父亲学

习牡丹、芍药种植管理知识，积累了大量经

验，“光看花芽就能认出品种”。

家里常有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带着学

生来基地取样，和老师交流之后，赵文双得

知我国的牡丹产业发展距离国外还有较大

差距。他暗暗许下了一个心愿：未来从事牡

丹行业，一定要把它做到国际前沿，让世界

都知道菏泽的牡丹。

于是，赵文双大学毕业后接过了父亲

手中的接力棒，投身牡丹产业。为了一个牡

丹芍药新品种的培育，他 24小时吃住在花

棚，是家常便饭。牡丹行业需要老师傅传帮

带，赵文双便去曹州牡丹园进修，系统学习

牡丹种植养护专业知识。

赵文双回忆，虽然菏泽牡丹种植历史

悠久，但在他跟随父亲学习牡丹种植时，当

地牡丹种植还是无序的：品种没有明确划

分，技术上没有实现规模化种植，还常常出

现种苗被盗的现象。

经过一系列钻研和调整，赵文双的种

植基地在菏泽率先实现了牡丹规模化生

产，且同一品种的集中种植纯度达到了

99%。牡丹根系发达，最初种植需要人工

挖坑近 30 公分，人力成本高，常常一工难

求。赵文双率先引入地钻，把牡丹种植效

率提高了 10 倍。在一次次摸索中，逐渐实

现了牡丹种植的规范化生产管理。

菏泽牡丹栽培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

明清。最初牡丹的野生种类只有 9个，人们

把牡丹引入庭院栽培，创造了更多的杂交

机会，培育形成了传统牡丹名品。如今，菏

泽已培育出 9大色系、10大花型、1300多个

品种，从菏泽走出来的牡丹新品种已经占

国内总量的 80%。其中少不了赵文双和赵

浩等青年群体的努力。

在赵浩看来，牡丹是菏泽的城市名片，

菏泽长期以来大力发展牡丹产业，给了自

己和家人立身之本。“在我看来，牡丹是我

的生存之道。”赵浩说。

“双花并茂”留住游客

刚过去的清明节假期，菏泽 10多个牡

丹观赏名园芬芳初露。在赵文双创办的山

东盛世芍花智慧农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

约 1200 亩的芍药花田含苞待放。赵文双

说，这里将在 4 月中下旬迎来盛花期，并

将免费开放游园活动，在市区牡丹园观赏

花期结束后实现无缝衔接，预计可接纳超

两万名游客。

“我们从 3月中旬开始布置，在种植基地

里打造了景观带和十几处打卡点，努力提升

游园的观赏性。”赵文双感慨，“牡丹花期很

短，只有 15-20天。牡丹和芍药‘双花并茂’，

能丰富菏泽的旅游业，更好地‘留住人’。”

“芍药是观赏和生产两不误的产业。”

赵文双介绍，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芍药可

以实现在切条出售鲜切花的同时，在植株

上保留一半花头进行光合作用，依旧具备

很高的观赏价值。“在我们的基地，生长着

国内外 180 余个牡丹和芍药品种，可以同

步开展观光农业。”

赵浩发现，周边对牡丹和芍药产业感兴

趣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开始加入到牡丹芍药

种植的行列中。赵浩为对方提供种苗和技术

培训支持，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一产业

中。目前，有 4名年轻人加入了赵浩所在的公

司，在直播平台开展鲜花预售。多家快递公

司推出鲜花专递，牡丹可以通过冷藏运输，

24小时运达全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

为扶持青年创业就业，赵文双也成立

了“牡丹区青年创业示范基地”，广泛开展

牡丹芍药公益性青年培训 20 多场，毫无

保留地将其种花育花技术展示给前来参

观学习的青年。花田里雇的工人都是周边

的村民，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在花田打

工，村民们也能获得额外的收入。

“牡丹对于菏泽文旅的推动，也为花农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赵文双说，每年的

牡丹节期间，公司的牡丹盆栽和副产品销量

呈现出井喷态势。游客来游玩欣赏牡丹，离

开的时候再买几盆带回家，在家就能欣赏这

份国色天香。“牡丹节期间，菏泽都会有一系

列举措为游客提供保障。如新增赏花专线，

本地车为外地车让行，外地车辆首次违规不

罚款等等。”在他看来，牡丹产业和文旅协同

发展，能够实现游客与花农的双赢。

赵文双计划继续完善基地的旅游能

力，目前已开始打造观光廊道、风车、紫藤

廊道等景点。“后续将开发更多以牡丹和芍

药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和文创产品，实现经

济与文旅的共赢。双花并茂，让更多人爱上

菏泽。”赵文双说。

这群年轻人种的牡丹 带火了这座城

4月2日，湖北武汉，东湖牡丹园迎来观赏期，大量游客前来游玩，以老年人为主，银发旅游经济活跃。 视觉中国供图

↑“好客山东·齐鲁1号”旅游列车的车身装饰令人耳目一新。

← 餐车提供老济南把子肉、淄博烧烤等山东十六地市的特色美食，还会每月更新菜单。

中青报·中青网实习生 禹文笛/摄

2024 年 4月 21 日，山东省菏泽市冠宇牡丹

园，游客正在写生。 视觉中国供图

旅游观察

文旅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