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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是 一 种 生 活 态 度

本报记者 陈玮 王倩

一边旅游，一边
“取经”公益活动

对于今年70岁的王海东来
说，自从退休之后，跟随身边的
老朋友们一起参加公益活动，
已然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走出家门之后，王海东感受更
多的是满足感和被需要，用他
自己的话说，他比退休之前还
要忙，而退休的这几年，他走过
的地方比之前也要多得多。

而就在上个月，他跟随同
样做公益的朋友们一起去了一
趟江浙，此次出行并不仅仅是
旅游那么简单，而是与当地的
公益组织交流、“取经”，同行的
几十人中，大多是五六十岁的
老人，大家也都是退休之后走
到了一起，“退休了，有了更多
时间，有的去做点年轻时就喜
欢做的事，有的则找到了新的
爱好和组织，而不管怎样，我们
都再次走出家门，走向了社
会。”王海东说，据他了解，退休
老人之中除了这种集体组织的
以参观学习为主题的外出外，
很多人每年都还有一到三次的
出行，有的是纯粹游览，更多的
则是与朋友们一起游学或者是
参加集体组织的活动。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消费
观念的逐步转变，老年旅游不
断升温。2015年，老年人旅游业
约占旅游市场比重的15%；2016
年，老年旅游市场份额占旅游
市场的37%；2017年，国内旅游
市场游客量近50亿人次，老年
人成为主力军，错峰出游中6成
以上是银发族。

在首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
上，山东省旅发委副主任张明
池坦言，老年旅游是一个很大
的市场，据估计，山东有出行能
力的老年人近500万。“所以，老
年市场有无限大的开拓空间。”

各路商家争相抢
夺“老年游风口”

在5月底召开的世界老年旅
游大会上，来自国内外的老年大
学校长、老年研究领域的专家，
针对老年旅游的话题进行了讨
论，大家一致认为，老年旅游行
业正在蓬勃发展，将来或许会成
为旅游产业中的支柱产业。

对于老年旅游产品的打造，
嘉华国旅电商部经理邵卫说，区
别于其他产品，老年旅游产品节
奏不会太紧凑，回程比其他团队
要早；在内容上避免爬山涉水等
体力劳动，在路线的规划上，以
休闲为主，注重精品的打造，导
游也会注重服务型为主。

不仅是传统旅游业，老年
旅游也成了各个商家争相抢夺
的“风口”。比如携程推出“爸妈
游”，去哪儿网推出多项老年旅
游服务，同程旅游也在2016年
推出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百
旅会”项目。而在项目打造上，
也着重于老年人的特点，比如
携程的老年旅游项目，就不安
排老年人从事高风险项目、火

车出行不安排上铺、尽量不安
排红眼航班等等。我们还会根
据百万老年游客的经验和反馈
做一些“超纲”设定，从食住行
游购娱导全方位提供保障等。

“随着现在老年人有一定的
经济能力，也有一定的空闲时
间，他们的出游，不再局限于周
边游、国内游，而是慢慢发展为
境外游，在产品的设计上，也在
随着他们的需求转变。”邵卫说。

对于旅游企业来说，接收
老年游客，也是承担着一定的
风险。记者以顾客的身份咨询
了几家旅游公司，对于60岁以
上的老人，需要购买相应的保
险，有些还需要健康证明，而对
于70岁至80岁的高龄老人，不
少旅行社则要求有陪同人员。

旅居养老也打文化牌

但随着出去旅游次数的增
多，济南的齐宗志老人多少有
点“审美疲劳”。他说，现在更想
参加一些有特色的游戏，比如
他喜欢公益，想参加一些公益
主题游。

“近几年老年人对于旅游

的需求，越来越向着个性化的
方向发展。”山东埃而得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培明专门
从事老人的旅居养老行业，他
说，现在老人很多三五成群定制
出游，比如红色之旅、修身之旅、
康养之旅等。摄影爱好者和绘画
爱好者就会主动要求定制线路，
适合他们采风。“这样的群体大
概占5%至10%左右。”王培明说。

对于有更高需求的老年人
来说，游学也是他们对于老年
旅游的一种新形式，通过教学、
展演以及境外文化交流的方式
进行。山东老年大学校长杜英
杰表示，大概有70%的老年学
员有游学的意愿。

在王培明看来，旅居养老的
日渐兴起，符合了不少老年人的
特殊需求。“旅居养老的概念大
约从2013年至2014年开始兴起，
那时候老人已经不满足于当地
的气候环境，选择候鸟式养老。
比如冬天去海南，夏天去比较凉
爽的海边等。”王培明说，一般这
种旅居式养老都是长期的，最短
的大概7天，最长甚至半年。

“但现在旅居养老也不再
仅仅提供一个居住地。”王培明

说，在旅居养老的线路设计中，
会根据当地情况，增加不同文
化。“比如到土家族的地域，学
跳当地的舞蹈，了解当地的民
俗风情，与当地艺术团交流学
习等，让旅居更接地气，老人的
参与感更强一些。”

“老年游”还缺乏
成熟产品

但是目前在老年旅游的产
品上，“低价游”仍然覆盖不少
老年人。济南某高校教授张伟
就参加过几次低价团的旅游。
但张伟在旅游过程中，却加入
了一些购物环节。

实际上，2016年9月1日国
家旅游局出台的《旅行社老年
旅游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
范》)正式实施。作为老年旅游
的“国家标准”，《规范》对旅游
产品、旅游招徕、团队计划落
实、接待服务、后续服务等内
容，都依据老年人的特质做了
细致规定。

据了解，下一步，山东省旅
行社协会也将参加国家出台的
相关规定和标准，制定更为细
化的山东省旅行社行业老年旅
游服务规范和标准，保障老年
旅游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旅行
社的经营行为和服务内容，提
高旅行社的服务质量。

在山东大学旅游管理系教
授王晨光看来，“低价团”符合
了一定的市场需求，落后的服
务也会在市场中淘汰。但这背
后反映的现实是目前老年旅游
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产品。“不仅
是山东，在全国都面临着相同
的情况。虽然市场大，但老年旅
游的产品还在初级阶段。”

不少从事老年旅游的业内
人士也表示，像景区、公共场所
的老年设施并没有打造好，导致
老年人在外出行有一定的不便。

“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去完善，并
不是一个企业能够完成的。”

错错峰峰出出游游，，六六成成以以上上是是““银银发发族族””
老年旅游需求日渐个性化，相关产品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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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人有钱又有闲，外出旅游成了他们的首选，老年人逐渐成为旅游业的主力军。
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2年)提出，依托独特的生态、康养与旅游资源，加快开发滨海疗养、森林康养、温泉浴养、研修

康养等健康旅游业态以及高端健康体检、医学美容、养生护理、医疗保健等健康旅游项目，推动医养健康与旅游深度融融合。到2022年，建
设60家省级康养旅游示范基地。

随着老年人个性化需求的增长，游学、旅居等新兴的旅游方式在老年人中兴起，与此同时，不少老年产品的设计也需要要完善。

精精神神分分裂裂症症，，真真那那么么可可怕怕？？
快来心理健康大讲堂，专家为您解答

本报记者 王倩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和影
视作品中会出现“精神分裂症”
的字眼，在电视剧《七个我》中
张一山饰演的沈亦臻更是罕见
地拥有七重人格。那么精神分
裂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真的
有那么可怕吗？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精神
分裂症的终身患病率为3 . 8‰～

8.4‰，刘增训表示，精神分裂症是
一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障碍，
具有认知、思维、情感、行为等多
方面精神活动的显著异常，“精神
分裂症可能会导致明显的职业和
社会功能损害，是导致精神残疾
的最主要疾病。”

专家表示，精神分裂症一
个很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思想
里面的“我”常常听到“某一个
声音跟自己说话”，或者说看到

“某一个人在跟自己说话”，这
里面的“某一个人”现实中可能
并不存在。

“患上精神分裂症并不意
味着无尽的绝望，目前存在多
种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方法。”刘
增训告诉记者，现在针对该病

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
疗、家庭护理等多个方面，具体
到每位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
则需要专业医生根据每个人的
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怎样才算精神分裂症？有没
有先兆？确诊后该如何进行治
疗？周四(7月26日)本报和山东省
精神卫生中心主办的心理健康
大讲堂将邀请山东省精神卫生
中心主任医师刘增训开讲《如何
应对精神分裂症》，读者可于当
天下午三点到山东省精神卫生
中心门诊楼四楼412会议室参加。

读者可拨打电话 0 5 3 1 -
85196052或0531-85196381进行
报名，专家还将在讲座现场解
答读者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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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齐鲁心理健康大讲堂
刘增训，医学博士，山东大学教授，山东

大学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
医师。

擅长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躁狂症、
强迫症、焦虑症、失眠症、戒酒戒毒及心理咨
询和治疗。

讲座地址：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楼
四楼412会议室。

地点: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49号(市民
可乘坐18路、K59路、75路、110路、123路到文
化东路燕子山路站下车,文化东路路北)。

国内外的各大景点都活跃着“银发旅游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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