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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惠民政策抚慰老人心

户籍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
底，全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 166.89
万人，百岁以上老人482人，郑州已
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高龄老年
人优待水平，保障老年人共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我市不断扩大
高龄津贴发放范围，2015 年起，将
高龄生活补贴发放范围扩大到 80
周岁以上所有户籍老人，实现高
龄津贴全覆盖。2021 年升级高龄
津贴发放系统，推行高龄津贴申
请线上线下结合、统一通过“一卡
通”系统发放。

低保等困难老人，每月养老
补贴不低于 60 元，为老年人提供
养老政策咨询等顾问服务，持老
年卡每月可免费乘坐公交、地铁；
全市具有本市户籍的年满 80周岁
的老年人均可享受 100 元至 300

元的高龄津贴政策……2023 年，
我市出台《郑州市基本养老服务
清单（2023 版）》，提出到 2025 年，
基 本 养 老 服 务 制 度 体 系 基 本 健
全，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不断完善，
老年群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有效提升。

上街区低保老年人张大爷今年
79岁，经评估属于全失能老人，直
接免费入住在上街区敬老院。张大
爷的免费入住得益于郑州今年新出
台的政策——支持经济困难失能老
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即低保对象中
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入住定点养老机
构时，缴纳其本人已获得的全部行
政给付后，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张 大 爷 入 住 当 地 养 老 机 构 需 要
2000元左右费用，享受政策后，扣
除掉已获得的低保金、残疾人补贴
等 1000元后，政府再补贴 1000多

元，可以直接免费入住。
养老服务做好“兜底”，老人生

活才能“有底”。我市全面搭建完善
养老服务“1+4+N”框架政策制度
标准体系，制定出台郑州市“两意见
一规划一清单”并有效落实，加快农
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齐农村养
老服务短板，促进农村养老服务质
量提升，为有需求的家庭和老年人
形成养老服务清单建议，打通养老
服务到老人身边的“最后10米”；鼓
励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与行业融合发
展，形成一批“智慧+”“家政+”“物
业+”等特色养老服务模式，推动养
老服务资源进一步向老人周边、身
边、床边聚集。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从老有
所依到老有所享、老有所乐，郑州正
在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
人福祉，守护最美“夕阳红”。

老有所食：养生饮食成消费新风尚

对于银发群体来说，养生饮食是滋补的一大来
源。如今，中药茶饮、养生零食等健康、休闲类饮食备受
老年消费群体的青睐。

针对老年人的不同健康需求，许多个性化的茶饮
应运而生。在电商平台上，中药茶包因健康功效受到
欢迎，苦瓜牛蒡茶、三通茶等适合老年人饮用的茶包
热销，商品评价中不乏有为老年父母购买茶饮的网友
发表评价。

“我们老年人也想赶时髦喝奶茶，现在市面上有很
多适合我们饮用的茶饮，既养生又能喝个新鲜。”以茶为
名、以药为用，中药养生茶饮以其独特的药食同源属性
和健康功效，悄然成为银发族养生的新宠。漫步郑州大
街小巷，各式奶茶店随处可见，“中药奶茶店”也在近年
来逐渐兴起，其推出的新中式养生茶饮更是俘获了老年
消费群体，如仲景生活推出的红玉银耳露、山药燕麦奶
昔等本草茶饮，茶半城的荷叶山楂饮、橘皮雪梨饮、爽口
酸梅饮等以药材熬制的养生茶饮成为老年人喜爱的“第
一杯奶茶”。

多数老年人将味道与口感作为选择零食的第一
标准，当美味的零食同时具备某种“养生”功能，更能
赢得老年人的青睐。68岁的市民唐红告诉记者，老年
群体也有“口腹之欲”，喜欢吃香甜可口的小零食，但
为了健康考虑，她会选择“养胃沙琪玛”“养肾黑五谷”

“无蔗糖面包”等低蔗糖、无添加的健康食品，既能吃
得开心，也能吃得放心。“我经常为父母买一些低糖、
低盐的零食，尤其是他们喜欢的果干和无糖饼干。”市
民张女士表示，低糖健康的零食不仅满足了父母对美
味的追求，同时也符合对健康饮食的期待。

此外，药食同源中药资源作为我国中医药和饮食
康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独具特色的健康资源，也是银
发群体的一大消费市场。记者了解到，推出养生膳食的
中医馆成为老年人就餐的一大去处，山药、猴头菇、桑葚
等一大批药食两用的食物从中药铺子走出，摇身变成饼
干、果脯等“药食同源”零食，满足了老年群体对休闲零
食的需求。

老有所乐：拉动“金九银十”市场消费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金秋时节，刚刚退休的市民贺女士
与几位老同学一起北上南下，先是用一周时间到黑龙江、吉林感受了东
北地区金秋美景，又坐高铁到江苏、浙江，领略江南秀美风光。“我从大学
毕业开始上班，一直工作了30多年，现在退休了，终于可以闲下来好好畅
游祖国大好河山了。”贺女士告诉记者，她和今年一起退休的几位同学早
就约好了选择集体出游，打开全新的“夕阳红”生活模式。

随着十一假期结束，不少老年人也纷纷开启错峰出游模式。昨日，携
程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十一假期过后恰逢重阳节，该平台“银发人群”旅
行订单预订量较2023年同比增长近两成。美团、飞猪等多家平台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银发人群在线消费快速增长，人均消费金额升高。

据业内人士介绍，近年来，随着《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等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带动智
慧出行、智慧商城服务水平不断升级，进而推动“银发经济”发展迅猛。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前 9个月，50岁及以上银发人群旅游订单同比增长
26%，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其中，61岁至 65岁是增速最高的银发群体，
同比增速达 58%。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银发人群选择购买机票出行，偏
好住宿高星级酒店，更注重旅途的舒适性和高品质服务。携程集团敏捷
项目部总经理、携程老友会项目负责人王欣欣分析说：“更愿意乘坐飞机
出行、更愿意住高星级酒店，‘有钱有闲’是银发人群的显著特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相比国庆假期，多家在线出行服务平台节后
酒店、机票、餐饮价格均有不同程度回调，租车等出行服务价格也有平均
三成以上的降幅。业内人士表示，每年十一假期过后，都是老年人休闲
出游高峰期，有力拉动了“金九银十”市场消费。

老有所享：智能用品市场发展蓬勃

“小度小度，今天会下雨吗”“播放广场舞”……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
期间，00后的杨同学为自己的姥姥买了一件礼物——智能语音音响。他
说姥姥一个人住，眼神儿也不太好，总担心她磕到碰到。由于智能语音
音响功能丰富，不出几天，姥姥就与音响成了“好朋友”。

科技的进步为老年人用品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工业和信息化部
近日公布《2024年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细细梳理可以看到，从家庭
陪护机器人、智能适老型电热水器，到适老化智能马桶盖、多功能沙发，
其内容涵盖日用辅助产品、养老照护产品、康复训练及健康促进辅具等
多个方面。

一个感应小夜灯、一款无线呼叫器，这些智能的小物品，让老人们从
“养老”到“享老”的距离变得更近了。步入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下
降，摔倒、坠床等意外时有发生。尤其对于独居老年人来说，一次简单的
跌倒，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因此，智能产品成了老年人的“好朋
友”、家庭的好帮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何为“银发经济”？据专业人士介绍，“银发经济”是指向老年人提供

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包含日常
生活中的实际产品消费和休闲娱乐等服务型消费。

放眼未来，伴随老年人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银发经济”迎来
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不少企业正瞄准老龄化赛道机遇，搏击新商海。

老年人用品这个市场有多大？据统计，2023年，我国老年用品市场
规模达到 5万亿元。2023 年，京东专属适老类目店铺数量同比增长超
130%，家电家居适老相关商品数量同比增长超50%。此外，2024年上半
年，京东线上适老产品用户搜索量同比增长翻倍，适老化改造需求不断
增长。

“智慧是手段，养老是目的，两者缺一不可。”不少专家认为，在智慧
养老服务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避免重技术轻需求、重产品轻服务、重概念
轻场景，应以老年人为本，做到让老年人生活更便利。

发展“银发经济”既是民生实事的“新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新
赛道”。

“虽然银发一族的需求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机会，但是从供给侧的角
度，还是存在很多课题，需要企业不断创造、对应和满足这个群体的需
求。”昨日，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胡
钰分析说，当前，“银发经济”市场存在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不高的现
象。市场上普遍认为，老年人倾向于购买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供给端缺
少对质量的关注，缺少针对“银发经济”发展的标准体系。市场中的部分
产品良莠不齐，老年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她建议相关企业要重
视老年人的需求，让老年群体有更多的高品质服务和优质产品可以选
择，促进市场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成燕 孙婷婷 安欣欣

童心敬老爱在重阳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王柯 徐素平）昨日，上街区济源路街
道金华社区党总支联合博雅幼儿园，
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同举办
了“童心敬老 爱在重阳”主题活动。

活动以博雅幼儿园小朋友欢快
的儿歌拉开序幕，孩子们稚嫩的歌声
和活泼的舞姿赢得了阵阵掌声。接
着，社区文艺队献上了小合唱《渔家
姑娘在海边》、葫芦丝合奏《最美浏阳
河》《但愿人长久》等节目，表达对老
年人的尊敬和关爱。

表演结束后，活动进入温馨的互
动交流环节。在老师的引导下，幼儿
园的小朋友走到老年人身边，送上了
真挚的祝福。老年人则开心地与孩
子们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老党
员杨鸿敏还向小朋友讲述了一些古
代尊老、敬老的故事。

金华社区负责人表示，社区将围
绕“一老一小”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
活动，让辖区居民在共同参与中感受
到更多的温暖和关爱，携手共创和谐
美好的社区。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李晴 文/图）
金秋映照重阳，志愿传递温暖。昨日，郑州
公交志愿者分别走进社区、街头、景区等地
开展志愿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更多的公交便民服务。

当天上午，郑州公交徐亚平志愿服务队
联合郑州公交二修公司以及省卫生厅社区，
走进纬五路 48号院，开展了以“情暖重阳，
倍伴有我”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

“麻烦帮我瞧瞧这个电水壶，用了好几
年，外观都还挺好，就是突然不通电了。”“这
个收音机是我儿子给我买的，陪了我好多
年，实在不舍得丢，你帮忙看看怎么没声音
了……”面对大家带来的各类家电，公交志
愿者一一给予维修。

“您好，欢迎前来体验由车长理发师带
来的免费理发服务……”9时许，在位于航
海东路公交站的站台入口处，一处简易的

“爱心理发摊”早已准备就绪，来自郑州公交
运营一线的车长理发师为老年乘客提供了
免费理发服务（如图）。

郑州公交苏师傅党员志愿服务队志愿
者联合北郡幼儿园，一同走进河南省老年
公寓，为老人们带来了一场温馨而精彩的
节目。同时，郑州公交 22路敬老爱老专线
为老年乘客送上“专”属惊喜。当天公交专
车载着欢声笑语出发，前往黄河花园口景
区，途中志愿者在车厢内讲解安全乘车知
识并穿插重阳节常识快问快答，寓教于乐，
老人们互动热烈。

郑州公交集团第四运营公司联合郑州
交警十二支队、明湖办事处世和社区开展了

“乘节日专车游蝶湖，敬老爱老共话安全”活
动。在前往蝶湖的途中，车长在为老年人送
上祝福的同时，还向他们讲解了公交响应式
停靠的特点，赢得老人们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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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今日重阳，岁岁安
康。当“银发经济”的风口加速打开，老年养生保
健、“夕阳红”旅游、适老化用品等多个细分赛道消费
市场风起云涌，共同绘就“银发经济”的美好蓝图。

郑州,你是懂老人的
本报记者 杨丽萍刘盼盼

金秋送爽逢重阳
志愿服务送温暖

民生“实事”绘就“老有所养”幸福卷

小饭碗装着大民生，老年人助餐服务既是老年人
关心的“关键小事”，也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

10日中午 11时，家住管城区陇海马路街道紫荆
社区的居民张奶奶像往常一样，闻着“老年食堂·妈妈
餐厅”飘出的阵阵饭香，掐点儿走了进来。

“就我们老两口在家，做得多了怕剩，简简单单吃
又担心营养不够，这餐厅多方便啊，下个楼的功夫就能
吃上热乎饭。”自从社区建成老年食堂后，张奶奶和院
里的老人足不出院就能享受美好“食”光，一个个都成
了这里的常客。

服务跟着老人走，养老就在家门口。这是郑州大
力推进养老服务事业的一个生动剪影，也是郑州为守护
这座城市160多万老年群体所做的众多温暖的事之一。

近年来，郑州大力推进为老助餐服务，全市已建成
助餐点 600 家，覆盖 40%的城镇社区和 10%的行政
村，可满足老年人开心养、就近食需求。

家住外贸家属院的张阿姨，一到饭点就约着几个
老姐妹来家附近的养老服务中心吃饭、理疗；在食堂吃
饭的李大爷更是这里的“铁杆儿粉丝”，“这里离家近，
服务也好，子女过来探望也方便。”李大爷笑呵呵地说。

位于高新区枫杨办事处的锦华苑老年食堂，利用
董府家宴的场地，实现资源共享，既解决了选址问题，
又降低了成本，针对 70岁以上的老年人，确定了食堂

“三荤三素两主食两汤羹，10元自助”的定价策略，让
老年人吃得好、吃得放心、吃得优惠。

养老不离家、养老不离社区是李大爷和众多老年
人的心愿，郑州市金水区大石桥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建
成后，成为辖区众多老人温馨“享老”的港湾。

为满足老人养老需求，郑州市完善养老服务设施
体系，全市新增养老托老床位 6000张，总量达到 6万
张，等级以上养老机构占比达 45%，护理型床位占比
约64.2%，形成以县级特困供养机构、乡镇敬老院为兜
底保障，以社会养老机构、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乡镇区
域养老服务中心为托养支撑，以社区（村）日间照料中
心为居家延伸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托起老人晚年生
活“稳稳的幸福”。

打造无障碍环境，是老年人能够平等、充分、便捷
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必需品”。

为了让居家养老的老人们安全、舒心地居住、生
活，郑州围绕“十四五”时期“一老一小”发展目标谋划
储备 37个养老重大项目，开展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
工程、为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免费实施适老化改造、
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等，其中今年已完成
2000余户特殊困难老年人适老化改造。郑州市即将
推出的居家适老化改造“焕新”活动以“室内行走便
利、如厕洗澡安全、厨房操作便利、居家环境改善、智
能安全监护、辅助器具适配”为主要内容，将适老化、
智能化、老年用品等作为基本项目，全方位满足老年人
居家适老化改造需求。

全链式医养结合模式守护“夕阳红”

探索智慧养老、医养结合、加快
养老产业人才培养……近年来，郑
州市通过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市场
运作，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模式，构
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老年
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巩义市康店镇养老服务中心是
一家乡镇敬老院转型区域养老服务
中心项目，采用公建民营模式，在满
足特困集中供养人员照料护理基础
上，面向社会老人开放空余床位，推
出“医养康”一站式养老服务，配有
52 张养老床位，致力打造集养老服
务、医疗康复、预防保健等功能的复
合型康养服务中心，还开展乡村嵌
入式养老服务，向周边村庄有需求
的家庭提供居家养老、家庭病床、社
区养老、上门家政、社区大食堂等惠
民延伸服务，构建智慧养老服务体
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
质量的医疗和养老服务。

在金水区未来路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一楼主要为老人提供日间照

料、养生餐饮、老年大学、中医门诊、
康复医疗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二
楼主要为高龄长者提供短托、中托、
长托、计时托、术后康复、慢病管理
等养老服务，该街道以“物业+养
老”为模式，联动辖区内 11个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助餐、助浴、助
医、助洁等专业、平价的综合养老上
门服务。

围绕发展社区普惠型养老服
务，郑州市全力构建“15分钟养老
服务圈”，30余家街道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带动辖区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形成“以大带小”运营模式；将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融入网格
化基层治理体系，明确城市街道、
社区管理服务职能，制定政务服务
清单，引导街道、社区积极参与居
家养老服务。

目前，郑州建有各类养老设施
1266 家，其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114 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052
个、社会办养老机构 100家。同时
开发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安全监管
平台，建立老年人基础信息库，加强

市、县两级互联互通。目前已经基
本建立起“区级—街道—社区”三级
联动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快，
健康养老需求也日益强劲，医疗卫
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是积极应对
群众需求的长久之计。

近年来，郑州打造了一批体现
医养结合特色的养老服务中心，有
效衔接社区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
如与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为邻的
二七区福华街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其二楼的长廊通道把养老院和医院
门诊楼连通起来，一旦有突发情况，
可以随时到隔壁就医。

据统计，目前郑州通过新建、转
型改造等方式建设老年病医院 5
家，设立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上
综合性医院23家；建设安宁疗护中
心 67家、床位 1230张，实现了区县
（市）安宁疗护中心设置全覆盖。全
市现有两证齐全的医养结合机构
48家、床位 8000 余张，建成“全国
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26个，将
老年康复护理服务延伸至居家。

昨日，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十八里河派出所在辖区开展“爱在重阳、
守护银龄”主题宣传活动，开展老年人防诈、反诈知识宣传，进一步提高老年
群体的安全防范意识，筑牢防诈、反诈思想防线，努力预防和减少养老诈骗
违法犯罪的发生，全力守护百姓养老钱。 本报记者 任思领 摄

反诈宣传守护银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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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重阳节，最美夕阳红。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敬老节日——重阳节，也称“老年节”。今年，关爱帮扶、文化
艺术节、全民健身等2024年全市“敬老月”活动也正火热开展，打太极、看电影……新时代“银龄行动”为老年生活增添一份精彩。

近年来，郑州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有效构建和完善了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我市养老服务已迈向从“量的发展”到“质的提升”的全新阶段，随着养老服务工作的深入推进，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一幕幕让“养老”变“享老”的温暖图景正在郑州不断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