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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两口结伴去南方过冬
“听说在海南过冬特别舒服，今年我

俩也要赶回时髦，去体验一把迁徙过冬。”
家住合肥市沁心湖社区的吴奶奶和老伴
准备在近期出发去海南越冬。

吴奶奶和老伴今年都60多岁，退休工
资比较可观。吴奶奶患有关节炎，一到冬
天就关节疼，“一位老同事劝我去南方过
冬，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关节疼。”吴奶奶
寻思着，总比吃药、理疗好，顺便还能旅旅
游，看看风景，“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他
也同意了。”

在征得女儿和儿子的同意后，两位老
人随即前往旅行社咨询了相关事宜，“旅
行社还真有这样的线路，专门为老人设置
的老年公寓，住的时间越长越优惠，月租
金从两三千元到五六千元都有。”吴奶奶
说，自己以前也去海南游玩过，那里气候
宜人、空气清新，十分舒适，“女儿和儿子
还说，让我俩过年也别回来了，回头他们
一道飞过去陪我们过年。”

既可旅行又可居家过冬
“在淡季，老年人是旅行社出游的主

要人群，冬天前往海南等温暖地方过冬的
老年人比较多。”合肥一家旅行社负责人
告诉记者，老年人已经是在线旅游的重要
客源。记者了解到，和一些常规行程不
同，合肥一些旅行社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代
订机票、客房的特色服务，还可以根据老
人需求进行定制服务，让老人根据自己的
时间和要求，既可以在海南居家过冬，又
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老年人旅游，除了自身有一定的经济
实力，儿女们也舍得花钱让父母外出旅
游。前不久，从事建材生意的市民王女士
专门拿出 2 万多元钱，让父母去海南玩了
一趟，“父母为我操劳了一辈子，没享过几
天福，现在我挣钱了，一定要让他们到全
国各地逛逛，安享晚年”。

据了解，国内的老年人旅游市场正在
不断扩大。在一些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旅
行团中，只要老人一进旅行团，领队就会
给每位老人提供胸卡，记录联系方式、车
号、既往病史等。在行程安排上，每次连
续坐车不超过两小时，全程领队必须多次
发信息给老人的子女报平安。

过冬新时尚，“候鸟老人”迁徙忙
专家：南方过冬因人而异，迁徙异地莫忽视心理问题

进入 12 月份，天气越来越
冷，气温越来越低，温暖宜人的
南方城市成为不少人的首选旅游
地。而最近几年，迁徙过冬成为
一种悄然兴起的新潮流，不少老
人选择像候鸟一样迁徙过冬。近
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记 者 针
对“老人迁徙过冬”进行了采访
了解到，南方过冬因人而异，并
非所有老人都适合迁徙过冬，心
理专家还提醒，老人迁徙异地，
千万别忽视心理问题。

▋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

“迁徙”旅游悄然兴起
据了解，这种“迁徙”过冬的旅游方式，被

旅游业内称之为季节性休闲养老产品。昆
明、南京、青岛、烟台、威海、厦门等全国多城
市已经开始掘金该市场。据媒体报道，每年
到海南越冬的“候鸟”人数，达到 40 万之巨。
据2014年10月，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发布
数据显示，2014 年，仅东北三省就有 20 万老
人奔赴三亚过冬。

面对商机，海南一些旅行社将“候鸟”市
场作为关注的重点市场。与地产商合作整合
海南闲置的房产资源，推出“分时度假”产品，
并引入“候鸟”人群。同时，与越冬相似的迁
徙方式还有度夏产品，如凉城利川就因适宜
度夏出名。据当地旅游部门介绍，在利川夏
季常住外来人口已超过5万人，外地人购房比
例接近1/3，由此拉动相关行业达到20 多个，
新增就业岗位超过 15 万个，纳凉经济让利川
收获了甜头。如今利川请来专业团队，开展
以休闲型旅游为定位的城市规划，从单纯打
旅游牌到全方位定位纳凉之都。

南方过冬因人而异
对于这种“候鸟式”的过冬方式，专家提

醒，适不适合到南方过冬，不能一概地认为
好或者是不好，应因人而异。患有心脑血管
疾病、慢性支气管病、关节炎等疾病的老人
相对来说，到南方过冬对于病情控制还是有
好处的。

据介绍，冬季寒冷的气候以及常见的雾
霾天会对血管、气管造成影响，增加了这些疾
病的诱发因素，到南方过冬因为可以避免这
些诱因，所以对病情控制是有好处的。但要
注意的是，虽然南方温暖，但是也会很潮湿，
患有在潮湿环境下病情加重疾病的老人就不
适合去南方过冬，比如过敏原为花粉、霉菌的
哮喘等疾病。

不过，对于已经适应北方气候的老年人
来说，到南方过冬会打乱养生规律，从这一点
来说，到南方过冬未必是好事。从中医角度
来说，阳气春季生发，夏季外泄，秋冬收藏，而
南方气候暖和甚至炎热，在这样的气候下过
冬，阳气得不到收藏，这样对身体是有一定损
耗的。尤其是阴虚、湿热的热性体质的北方
人更不适合到南方过冬。所以，从以上两种
角度来说，是否适合到南方过冬，老人要根据
自己的身体条件来选择。

“候鸟式”养老模式
或成为常态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金妹表示，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加、交
通愈发便利；老人休闲的理念也发生了
变化，带来了广阔的休闲养老市场。“过
去以养老院养老模式为主，但随着经济
的发展，休闲式养老被越来越多的人接
受。休闲养老含多种方式，以夏天到长
白山、利川等地度夏，冬季到南方越冬
为例，老人们不是为了观光看景点而旅
游，而是在一个地方待上数月，感受宜
人气候和异地生活。”

她认为，“候鸟老人”选择的地方大
多环境优美、气候怡人、适宜人居，并且
物产丰富，尤其是水质、空气质量良好，
这是老年人群体甘愿变成“候鸟”的主
要原因。而这种“候鸟式”的养老模式
现在看起来是一种时尚，今后也许会成
为一种常态。

到异地别忽视心理问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心理上的孤

独是“候鸟”式过冬老年人需要面对的
重要问题。“在老家，孩子们一到周末就
来看我，平日也有一群老伙伴一起下
棋、喝酒、闲聊，家乡的粗茶淡饭总感觉
比海鲜香。”采访中，一些“候鸟”老人坦
言，去南方过冬，生活圈子一下子缩小
了，处处觉得陌生，偶尔遇到个口音相
近的老乡都觉着很亲，“多年的老朋友
们都还在老家，到南方过冬后少了朋
友，平时只能靠看电视、出门遛弯儿打
发时间，难免感到寂寞”。

对此，周金妹表示，一些老人兴冲
冲地跑去南方过冬，并未多加考虑自
己的饮食习惯、人际交往问题，反而出
现一些副作用。严重情况下，可能使
老人心理产生压力，甚至疾病没减轻
反而加重，“老年人饮食结构已经固
定，如果贸然改变，可能滋生新的疾
病”。她建议，北方老人选择到南方过
冬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不能
忽视其中潜在的心理问题和生活的不
适，否则会增添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