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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南一些社区、康养公寓“候鸟型”特征日益明显。在康养等需求推动下，越

来越多的“候鸟老人”来到海南过冬。随着新型的“候鸟式”养老方式兴起，各方开始探索

和规划，更好满足老人需求。

阅 读 提 示

●走进市场看消费⑤

本报记者 赖书闻

2 月 17 日，在海南定安县中铁·诺德丽

湖半岛社区，77 岁的姚汉安正在学习乐谱。

从 2019 年起，每年冬天，姚汉安都要带着老

伴从湖南长沙“迁徙”至此。“这个地方鸟语

花香，气温也适合，我们觉得非常好。”姚汉

安说。

如今，像姚汉安这样的“候鸟老人”越来

越多。他们会随着季节变化，选择环境气候

更适宜的地方进行旅居养老。随着新型的

“候鸟式”养老方式兴起，政府、市场都开始了

探索和规划，以吸引“候鸟老人”筑巢。

康养需求驱动老人“迁徙”

来海南之前，姚汉安一直在长沙生活。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心肺功能不太好的姚

汉安，开始了季节性的流动养老，只为寻找一

个环境更适宜的地方生活。

记者采访了解到，康养需求是驱动老人

流动迁徙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姚汉安住在同

一社区的王全献今年 67 岁，他来海南的主要

原因也是为了养生。

在王全献的小院里，老人种植了西红柿，

还有百香果等热带水果，鱼缸里几条金鱼自

由自在地游动。“这里的阳光、空气比老家要

好，身处这样的环境里会有一个好心情。每

天种种菜、养养鱼，锻炼锻炼身体，非常适合

我现在的退休生活。”王全献说。

为了满足“候鸟老人”的康养需求，康养

中心成了“候鸟社区”的标配。因为患有哮

喘，91 岁的李振铭把家迁到了海南三亚海棠

湾养生谷服务公寓。除了钟情海南良好的

环境，李振铭更看重社区的康养配套。“这里

的配套非常齐全，有康养中心，还专门配备

适合老人活动的场所，很适合养老生活。”李

振铭说。

记者在该公寓健身房看到，来自哈尔滨

的 74岁“候鸟老人”张大爷正在健身教练的指

导下进行锻炼。此前因为得了脑梗，张大爷

行动受到限制。为了更好地恢复，张大爷每

天来到这里接受专业教练指导锻炼。

“如果在老家，冬天不适合锻炼。而这里

环境很好，还有专业教练指导，恢复起来也不

错。”张大爷说。

为“候鸟”完善设施服务配套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海南一些社区、康

养公寓“候鸟型”特征日益明显。今年，来到

中铁·诺德丽湖半岛社区进行养老的“候鸟老

人”占比达到 80%以上，三亚海棠湾养生谷服

务公寓达到 60%以上。在春节等热点高峰时

段，甚至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

为了满足流动老年人群的生活及养老需

求，机构、社区、街道等都在调整设施配套，并

增加各种针对性的服务。海口市有不少长者

食堂，以往主要面向辖区里的生活困难老人

开放。而现在，这些食堂也成了“候鸟老人”

用餐和活动的场所。

“和当地老人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就是困

难老人在这里可以享受免费餐食和家政服

务，‘候鸟老人’餐食和家政服务等需要自

费。大家都常到我们这里活动、娱乐。”海口

市秀英区长流镇长者食堂相关工作人员向记

者介绍，每天来这里吃饭聊天的“候鸟老人”

很多。在节假日，长者食堂还会举行丰富多

彩的活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候鸟老人”

来海南过冬，还会带上孙辈。为此不少养老

机构专门为小孩准备了娱乐场所。中铁·诺

德丽湖半岛片区工会联合会主席战阴哲介绍

说：“老人需要活动场所，孩子也需要。为此，

我们专门配备了小孩学习和活动的场所，不

定期组织各种家庭活动。”

“候鸟式”养老或将成为趋势

随着新型的“候鸟式”养老方式兴起，目

前，多地正在谋划打造旅居式养老基地，发展

旅居养老产业，更好满足流动银发族的需求，

进一步挖掘“候鸟经济”潜力。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幅员辽阔，可以提供

多样的栖息地，对于老人而言，冬天与春天之

间可能只差了一张高铁票。未来，“候鸟式”

养老或将成为一种趋势。

在中铁·诺德丽湖半岛项目总经理章辉

看来，打造“候鸟式”养老新模式，需要在发挥

自然环境资源的同时，结合“候鸟”业主在养

老方面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服务配套。“我

们这里临近博螯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依托海南自贸港在健康产业上的政策支持，

项目正持续提升完善项目适老化休闲、康养、

医疗配套服务，让这里成为‘候鸟老人’安心、

放心栖息的另一故乡。”章辉说。

异地养老，既要让老人闲得下来，又要

让 老 人 过 得 充 实 。“ 不 少 老 人 都 有 一 技 之

长，想要发挥余热，同时也是更好地充实生

活。”与“候鸟老人”打了 5 年的交道，战阴哲

对此深有感触，单纯的休闲，异地生活会比

较单调。“我们正在规划建设‘候鸟’人才工

作站，为‘候鸟老人’发挥专业特长提供舞

台，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战阴

哲说。

康养需求驱动老人“迁徙”，旅居养老产业迎来发展契机

海南多地探索如何更好服务“候鸟老人”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张爽

“滑雪的感觉太爽太刺激了，我喜欢东

北的雪，妈妈，明年假期我们再到这儿来！”

近日，来自云南的孔霞一家结束在吉林的冰

雪之旅，依依不舍踏上返家归程，翻看着在

滑雪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女儿小光脸上满

是兴奋。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这个雪

季，吉林省抢抓先机，创新丰富文旅产品供

给，冰雪消费稳步复苏。春节假期，吉林共接

待 国 内 游 客 1154.6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3.6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11.78 亿元，同比

增长 33.31%，“白色经济”迎来开门红。

拓展冰雪玩法，吸引八方游客

孔霞生长在东北，大学毕业后在昆明安

家，她时常想念家乡“雪”的味道。今年春

节，她特地带着女儿小光回到老家赏冰玩雪

过大年。

在长春净月潭滑雪场，一直憧憬着能与

雪来一场亲密接触的小光终于得偿所愿。虽

然是第一次站上雪道，但在专业教练帮助下，

小光很快掌握了基本技巧，拄着雪杖在雪场

里开心地玩起来。

“我上次滑雪还是上大学的时候，这次回

来，感觉家乡的冰雪旅游变化非常大！”孔霞

很是感慨，“从雪板到雪道，都是比赛级别的

水准；冰雕雪雕大气壮观，令人震撼；娱乐项

目更加丰富多样，打雪滑梯，骑雪地摩托，体

验雪地碰碰车……能满足孩子的所有期待。”

为在这场“冰雪盛宴”中胜出，从长白山

脉到圣水湖畔，吉林各地都做足了功课。仅

吉林市就举办了“乌拉满族过大年”“雾凇形

象大使大赛”等 10多项特色主题活动，推出冬

季精品旅游线路 10条。查干湖则设计了沉浸

式冰雪游廊“鱼立方”、冰原焰火、冰湖印章、

快闪潮店等一系列“新潮”冰雪元素和创意玩

法。其中挂网捕鱼体验，将挂网作为“冰下盲

盒”隐蔽下到湖面冰层下，让游客寻找，再自

己动手凿冰、起网收鱼，大大增加了游客的参

与性、体验性。

冰雪娱乐项目的不断升级和推陈出新，

吸引了八方游客。在通化市万峰滑雪度假

区，酒店的客房预订率超过 87%，长白山、查

干湖景区春节期间接待游客分别同比增长

294.31%、419.86%。

冷资源热商机，村民雪中“淘金”

“春节假期前一周，游客就明显多起来，

滑雪场单日接待量在五六千人次左右。到大

年初三，高峰时单日接待量已达七八千人

次。”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市场部负责人告诉记

者，火热的冰雪消费势头，让企业新一年的发

展信心更足了。

冰雪旅游客流量的回升，让周边产业的

经营者们再次感受到“冷资源”带来的火热商

机。景区周边的村民也紧赶着变“冬闲”为

“冬忙”，争先恐后雪中“淘金”。

老周家的餐馆毗邻松花湖度假区，主打

松花湖鱼宴，过去主要在夏季开门迎客。看

到冰雪旅游日益升温，他果断将店面扩大，重

新装修，改为“特色餐饮+民宿”的东北农家

院。事实证明，老周的投资押对了宝，这个春

节他的院子迎来一波消费高峰。

“ 猪 肉 炖 酸 菜 、烀 苞 米 、蒜 泥 血 肠 、豆

包 …… 这 些 都 是 咱 当 地 特 色 ，绿 色 食 材 ，

吃着美味还健康，大家反馈特别好。”连日来，

老周忙得脚不沾地，一早起来张罗采购食材，

准备当日主打菜。安排好后厨，他就开始联

系接送游客的车辆。玻璃窗上贴的大红色

“福”字和满族剪纸窗花，将小店的经营氛围

衬托得红红火火。

吉林市永吉县北大湖镇南沟村的村民，

更是整体搭上了冰雪经济“兔年快车”。该

村有 108 家餐厅旅店、1700 多张民宿床位，

150 多名村民从事餐饮服务，还有 50 多名村

民当上了滑雪教练。春节期间，南沟村农家

乐接待游客两万余人，实现旅游收入近 200
万元。

厚植冰雪优势，打造“万亿级”旅游产业

吉林省位于“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是

世界三大粉雪基地之一。近年来，吉林省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冰雪+”战略，

积极推动以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文化、

冰雪装备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发展。

记者从吉林省文旅厅获悉，目前，该省

已建成不同规模的滑雪场 75 座，拥有雪道

319 条，滑雪场单日最大接待量达 10 万人

次，并建成各类冰雪欢乐谷（娱雪乐园）项目

94 家，冰雪旅游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种类越

来越丰富。

一边体验冬日漂流之乐，一边欣赏沿岸

玉树琼花雾凇奇观；一边在雪道尽情驰骋，一

边领略冰雕雪塑的鬼斧神工；在冰天雪地撒

完欢，泡一个水雾缭绕的室外温泉；看完冰湖

腾鱼的冬捕盛景，再吃点热气腾腾的特色美

食；相约于冰湖小店围炉煮茶，透过玻璃屋顶

看星空……如今，吉林冰雪旅游已由过去简

单的“观冰赏雪”，扩展为“冰雪+休闲”“冰

雪+文化”“冰雪+运动”“冰雪+培训”“冰雪+
康养”……模式更加多元。

立足于独特的冰雪资源禀赋，《吉林省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持续

发力建设冰雪经济强省，将冰雪产业和避

暑休闲产业双业并举，争取利用 5 到 10 年

时 间 ，实 现 全 省 旅 游 业 总 收 入 突 破“ 万 亿

级”规模。

冰雪消费市场稳步复苏，吉林乘势创新丰富产品供给——

冰天雪地里的消费热潮
这个雪季，吉林省抢抓先机，创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冰雪消费稳步复苏。春节假

期，吉林共接待国内游客 1154.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6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11.78 亿

元，同比增长 33.31%，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讯 （记者时斓娜）记者从日前召开的 2023年绿色建

材下乡活动工作座谈会上获悉，自 2022年 3月国家首次部署开

展绿色建材下乡活动以来，建材供给能力、绿色消费水平、农房

质量、认证水平、社会氛围等均有提升，活动取得了预期成效。

据测算，2022 年绿色建材产品营业收入近 1700 亿元，同

比增长 20%以上；绿色建材下乡活动累计拉动绿色建材消费

超 200亿元，其中电商平台销售 26.4亿元；累计推动发放绿色

建材认证证书 3831张，同比增长 194.7%。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各试点地区结

合实际，组织了丰富多样的下沉活动。例如，浙江省分别在湖

州市和嘉兴市组织举办了“十链百场万企”系列活动之浙江省

绿色建材下乡活动专场和“顶墙行业绿色建材下乡活动推进

会”；天津市结合海河国际消费季“品质消费农村行”，在全市

20余个建材家居主力卖场开展了为期 1个月的促销活动……

在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方面，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技术委员

会发布了《绿色建材下乡活动清单和企业名录》，截至今年 2
月初，纳入名录的企业和产品分别达到 2130个和 4632个，690
家获证企业对自己生产的 1581 种获证产品的质量、价格、服

务等做出承诺。经技术委员会组织相关认证机构核算，2022
年绿色建材生产应用减碳效益超过 1600万吨。

绿色建材下乡活动拉动消费超200亿元
建材供给能力、绿色消费水平等均有提升

本报讯 （记者刘旭 实习生沙娜娃·塞买提）记者近日从

辽宁省营商局了解到，辽宁通过“12345热线+网络”一体化运

行制度，实现诉求办理全面提速。去年，辽宁 12345热线事项

办结平均天数从 9天缩短至 7天，供热、供电、供水等企业民生

诉求平均办理时效缩短至 16小时。

据介绍，辽宁基层诉求办理工作一直存在诉求渠道融合

力度不够，缺乏有效工作联动机制。为补足短板，去年开始，

辽宁省营商局把“及时发现问题、科学解决问题、减少问题激

化”作为 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构建解决基

层诉求快速响应机制。

辽宁专门印发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配套出

台了企业诉求办理实施细则、考核评价、数据管理、知识库建

设、服务规范等 6个细则。同时，将省、市、县、乡四级办理体系

与基层街道、社区网格工作体系整合衔接、相互融合，形成“接

诉即办”和“网格报告、镇街吹哨、部门报到”六级联动制度。

依托 12345热线平台的政企直通车、供热直通车、供电直

通车等渠道功能，辽宁拓宽专业网格渠道，2.8万个承办单位、

3.2万名承办人员、3.7万名项目管家下沉乡镇街道。同时，辽

宁对 48 类行业领域、222 项问题类型、1117 项问题表现及 418
项权责问题进一步细化明确，一般问题“一键直达”、复杂问题

“提级办理”，确保诉求问题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派送责任主体，

大多数问题能够在网格内得到快速有效解决。

试点运行期间，“12345热线+网格”平台有效化解土地征

收及动拆迁、产权证办理、工资拖欠及劳资纠纷等涉及住建、司

法、社保等领域诉求问题共 49.1万余件（次），同比增加 26%。

辽宁建立“12345+网格”平台优化营商环境
事项办结平均缩至 7天，民生诉求办理时效缩至 16小时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省西宁市出台“十四

五”绿色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将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引导错位

发展，引导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高端化转型发展，

整体推进绿色产业体系建设和快速发展。

在推进绿色智能改造转型升级方面，西宁市将深化产品

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应用服务、回收利用等环节的数字化应

用，加快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在绿色

制造领域的应用，提高绿色转型发展效率和效益。

同时，西宁市力推网络协同制造，提出建立网络化制造资

源协同平台或工业大数据服务平台，推动上下游产品开发、生

产制造、经营管理、制造服务等不同环节的企业实现信息共享

和业务协同。发展个性化定制，建设用户个性化需求信息平

台和各层级个性化定制服务平台，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能

力。发展远程运维服务，开展产品远程无人操控、工作环境预

警、运行状态监测、故障诊断与自修复、产品优化等在线支持

服务，创新“产品+服务”模式。

此外，西宁市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建设市域经济信

息、城市管理、智慧交通、智慧农业等基础大数据中心，实施数

据共享开放重点工程，搭建政务数据对外开放平台，促进政务

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应用，强化数据安全能力。建设企业基

础信息化功能平台，培育一批信息服务名牌企业，发展行业应

用软件、嵌入式软件、企业信息化等软件产业，建设一批与云

计算相配套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布局信息技术产业工程，

完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重点实施“5G+工业互联网”

集成创新应用试点示范、智能传感器合作实验平台、中藏药产

业大数据云服务平台等项目。

西宁力推绿色产业“智慧+”
引导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发展

2月 19日，近万只反嘴鹬在江苏省连
云港市临洪河口湿地觅食、飞翔，场面十
分壮观。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拥有优质的
海岸资源，是近海生物重要栖息繁殖地和
鸟类迁徙中转站，已连续多年吸引反嘴鹬
来此越冬。 贺敬华 摄/人民图片

数万只反嘴鹬湿地越冬

北交所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0日电 （记者姚均

芳）北京证券交易所 20 日正式启动股票做市

交易业务。记者从北交所获悉，首日做市商

买卖成交合计 2476.03 万元，22 只北证 50 成

份股做市成交 1928.19万元，占比 77.87%。

北交所统计显示，业务首日，开展做市业

务的股票成交金额较上周日均增长 7.37%，价

格平均上涨 1.66%，运行总体平稳。

北交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北交所股

票做市交易业务的启动，对北交所市场流动

性的提升起到积极效应。一是为市场带来增

量资金，做市股票成交金额放大。二是促进

了流动性指标的改善。三是做市成交向北证

50成份股聚拢。

连日来，新疆哈密各重点建设项目陆续开复工，在国家
重点工程西气东输四线管道工程建设现场，建设单位通过配
置优势资源，合理分配机械设备等举措，目前已经实现了全
线复工。该工程预计2024年10月全线具备投产条件。

图为西气东输四线管道工程哈密段建设现场。
普拉提 摄/中新社

西气东输四线管道工程全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