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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在录音棚

行业创业十多年的刘攀找到了一条新路。

瞄准“原创歌曲制作”的市场空白点，他给

自己打开了新的“赛道”。

从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音 乐 教 育 专 业 毕 业

后，刘攀没有选择当一名音乐教师，而是在

上 海 开 设 了 一 个 小 小 的 录 音 棚 。13 年 过

去，现在他的团队拥有 8 个录音棚和全上

海面积最大的录音基地，为各行各业、各年

龄层的客户录制过 10 万余首歌曲和各类

声音产品。

刘攀一直认为，录音棚行业是一个没

有“风口”、没有资本愿意入局的小众行业，

能一步步发展到现在，靠的是对音乐的热

爱、努力和人性化的服务。

刘攀老家在山东，中学时就爱好写歌。

在一次参观原创节目录制时，站在一整墙

磁带前酷酷的录音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从此种下了开设录音棚的念想。大三时，

他靠自己做家教攒的钱在学校侧门开了一

个迷你录音棚；毕业后，又四处找场地，在

一个走廊隔出来的边角空间开了一个只有

28 平方米的“清晨录音棚”。

发传单揽客、四处奔波选址开分店，创

业初期异常艰难。然而，在 2009 年录音棚

行业的“百团大战”中，刘攀用“逆向思维”

赚取了口碑。当时，别家录音棚纷纷开出一

首歌 29 元、19 元甚至 9.9 元的低价吸引客

户，他反而提价，录一首歌 100 元，保证服

务和品质。

刘攀解释说，也许消费者最初会被别

家录音棚的低价格吸引，但那些录音棚的

操作比较“简单粗暴”，为客人录两遍歌就

停止录音，超时还会多收费，无法让消费者

满意。而他会让客人先试音开嗓，再一句句

地耐心录制，超时不另收费，完成录音后还

会再花 1 小时进行后期制作，让客人真正

拥有一首值得珍藏的歌。

就这样，刘攀的录音棚慢慢积攒了人

气，团队为各年龄层、各行业的市民录制歌

曲，希望“让每个喜欢唱歌的人都有一首属

于自己的单曲”。他回忆说：“年龄最小的是

一个 3 岁半的小女孩，来录了一首《泰坦尼

克号》的主题歌，虽然一直在跑音，但声音

特 别 干 净 ；年 龄 最 大 的 是 一 位 85 岁 的 大

爷，录的歌是《蔷薇处处开》，他说年轻时没

有这种机会，现在想弥补一下，好好唱唱。”

十几年来，刘攀的录音棚常有学生、白

领、民警、医护、建筑工人等各色人等光顾，

他们或是留下纪念，或是为公司年会准备

节目，或是制作公益歌曲，还有的是来录制

地图导航、公交地铁报站、有声读物等声音

产品，毕业季和年底前是录音棚的旺季。

刘攀告诉记者，录音棚属于“重资产”

行业，房租、装修、录音设备、人工费用高

昂，每开设一个新的棚，都要很久才能把成

本赚回来，“从商业角度来讲，这不是一个

容易赚钱的行业，业内像我这样长时间坚

守的，都是靠着对音乐的热爱”。

数年前，随着全社会对版权的重视，各

音乐平台打起“版权”大战，录音棚行业受

到了影响。刘攀说：“音乐平台刚火起来的

时候对我们是很大的助力，因为消费者录

了歌可以发到平台上、分享到朋友圈；但后

来许多流行歌曲一发上平台就被下架，能

翻唱的歌曲越来越少。”

“版权时代 ”的来临和 2020 年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让刘攀开始思考转型之路。

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人，刘攀曾为自

己的孩子和母校创作过几首歌曲，发上平台

后很受欢迎，他由此想到，可以瞄准“原创歌

曲制作”的市场空白点，打开新的“赛道”。

考虑到成年人未必舍得花时间、金钱

给自己录原创歌曲，而父母往往愿意留住

孩子的童声作纪念，刘攀于是带领团队从

儿童歌曲开始创作 。2020 年春天，刘攀和

公司里 40 多位有创作能力的同事在家写

歌，3 个月下来大家一共创作了 1000 多首

曲子。

果然，疫情稳定后重新开张的录音棚

生意很好，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刘攀的

团队趁热打铁开始制作了原创歌曲专辑：

第一张《环游世界》、第二张《星座的秘密》、

第三张中国风专辑《国风少年》、第四张英

文专辑《世界奇妙物语》、第五张则是唱跳

类的儿童歌曲专辑。

从录制翻唱到录制原创的转变，也意

味着刘攀的事业从手工制作收费到了版权

收益的时代。如今，客户群体越来越广，“好

多公司、学校找我们制作歌曲；作为上海市

青年企业家协会成员，我为协会写过主题

歌，还为闵行区、徐汇区创作过宣传歌曲；

疫情期间，我还写过《逆行者》等好多关于

白衣天使的歌”。

刘攀告诉记者，虽然今年因疫情影响，

公司运营一度非常困难，但他不会就此转

行，“我热爱音乐，也会一直在音乐行业坚

守下去。去年元旦我给自己定下目标，想用

10 年时间录制 1000 首原创歌曲，现在已完

成 130 多首了”。

对刘攀来说，在音乐领域创业就是“唯

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近两年，刘攀开始

在 视 频 网 站 做 Up 主 ，发 表 自 己 弹 唱 的 视

频；还和朋友筹划着开一家手碟馆，主攻音

乐冥想和疗愈，“B 站上我的频道‘清晨大

攀’有 12 万多粉丝，不算很火。但每当更新

时有人来听、来留言，或者生日的时候有观

众来问候、集体做视频给我，我都能收获难

以在别处体会到的感动”。

从开录音棚到做原创音乐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龚阿媛

一次上门前，唐博接到一位老人妻子

的电话，嘱咐他们在助浴过程中，不要提及

在外地工作的女儿，老人这两天很想念她，

聊到的话会难过得抹眼泪。一个半小时的

助浴过程中，他都刻意避开了这个话题。

更多时候，健谈的唐博在结束一次服

务后，会了解到一位老人从基本身体状态

到家长里短的各种琐事。

成为一名助浴师，“有意思且有意义”

是唐博对这份职业的第一印象。最早，他是

在网上看到一个常年生活在日本的人发布

的短视频里，提及这一职业。

看到“可依助浴”的招聘信息时，唐博

很快就找上了门。这个成立于去年 3 月的

年轻创业团队，当时只有创始人李民花和

另外一名同事。

“上门助浴”这一养老服务，源于洗浴

文化盛行的日本。助浴师会为有需求的老

年群体提供上门洗浴服务。

国 内 的 助 浴 行 业 正 在 被 更 多 人 关 注

到。李民花是源于自己需要，家里老人偶然

生病卧床几个月，让她发现“洗澡”成了大

难题。

2019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MBA 硕

士专业的她，和生活在日本的朋友聊天中，

注意到了这一职业。经过调研，她发现据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我国失能

和部分失能老年人超过 4000 万，仅北京市

就有数十万名失能老人。2021 年 3 月，她创

办了“可依助浴”。

2021 年 12 月 ，国 务 院 印 发 了《“ 十 四

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

划的通知》，提到了发展老年人助浴服务。

唐博的工作围绕着一个长 190 厘米、

宽 75 厘米的充气浴槽展开。

助浴的具体内容并不新鲜。他们会先

让盖着一层毛巾的老人们泡在放了中药材

的水里，水温不会太高，40 摄氏度左右，泡

药 包 的 时 间 也 被 控 制 在 六 七 分 钟 以 内 ，

直 到 老 人 身 体 和 脸 上 有 了 一 些 血 色 ，开

始搓澡。之后，他们在老人身体上、头发上

抹上沐浴露、洗发水，冲洗完毕后，再做收

尾工作。

为了减少移动老人的风险，他们一般

会把助浴的场所安排在老人的床边，如果

没有合适的位置，再挪到客厅或家里宽敞

的地方。

有两次，浴槽被他们放在铺着防水层

的床上。

那是一间不到 20 平方米的房子，里面

住着三代人，接受助浴服务的老爷爷患有

脑梗，之前他是一位非遗项目的手艺传承

人，如今常年卧病在床。他的孩子就住在自

搭的二楼小隔断里，床边被孙子的玩具堆

满。身高 1米 9的唐博在助浴过程中，甚至担

心自己一个转身就会把家里的物件碰碎。

这些老人的生活状态是唐博和同事们

之前从未想象到的。

首先是味道。助浴师需要和老人近距

离的接触。将老人从床上抱起之后，他们会

发现枕头下的头皮屑，床上散发着“老人体

味 ”和 尿 味 。这 些 老 人 平 时 以 擦 拭 身 体 为

主，并没有太多洗浴的机会。

整个团队第一次服务的老人就超出了

他们的预期，那是一位因为疾病右边头颅

整个凹陷的老人。他们坦言那次是感到害

怕的，也正是因为那一次的冲击，让他们觉

得之后的工作并没有那么困难。

如今，团队已有 7 名助浴师。今年 10 月

刚加入团队的白乌兰，30 岁出头，成为助

浴师之前，她偶尔观察街道上或公园里的

老人，只觉得他们腿脚不够便利 。她 10 月

30 日服务的一位老人，已经 80 多岁了。她

看见那位老奶奶整个身体蜷缩在床上，她

没 有 想 到 老 人 的 身 体 像 是 回 到 了 最 初 的

“婴儿”状态，就连她的手指头都已经非常

柔软，软到白乌兰甚至感受不到她的骨头。

一年下来，李民花走进了 400 多个家

庭，这些家庭往往都有着孤独的老人，和无

比安静甚至没有生机的居住环境。第一次

接受助浴服务的老人难免紧张，还有一些

老人还没有接受自己卧床的现实，因此有

些自卑。也有子女口中脾气暴躁的老人，在

助浴时会变得“像孩子一样乖”。

唐博观察到，一个家庭里只要出现一

位失能老人，基本上全家人都会围着他转。

条 件 好 的 家 庭 老 人 身 边 时 常 伴 有 护 工 照

顾，许多老人的子女在外地工作，电话里只

会报喜不报忧。

老人们的子女也会和助浴师抱怨他们

的变化。

一位 60 岁的女儿，照顾了母亲 10 年，

腰 痛 已 经 成 为 常 态 。一 位 76 岁 的 老 人 不

能 出 门，只 能 在 家 里 发 泄 ，常 把 尿 不 湿 撕

成碎片。年轻时教 书 育 人 的 老 知 识 分 子 ，

晚 年 患 了 健 忘 症 ，性 格 变 得 很 古 怪 ，隔 三

差 五 地 去 敲 银 行 的 玻 璃 ，为 此 还 招 来 了

警察。

唐博在一次助浴结束后几个小时，接

到对方的女儿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她带着

哭腔，说父亲看着天快要下雨了，让她早点

回家，免得雨路不好走，她说已经很久没有

得到过父亲的关心了。

这些感动也伴随着他们工作的日常。

唐博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自己工作的意

义，是在从事这个职业三四个月之后。社区

的养老驿站找到他们服务一位重度残疾的

老人，第二天是他的 60 岁生日。

唐博见到他时，老人的身体朝着左边

蜷缩在一起。唐博在准备设备的间隙，听社

区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姐姐聊天，提到一次

过年，社区工作人员拎着东西看望他，问他

有没有什么愿望。唐博心想回答可能是出

去旅行，或者得到政府的捐赠和救助。但是

当时那位老人只是用抽搐的手指着腿的方

向，他姐姐说弟弟的愿望是希望把那条腿

锯了伸直一下，因为他一生都一直蜷缩着。

那时唐博唯一一次在工作中没能控制

住自己的情绪，独自到楼道里哭了。等他调

整好情绪回去工作的时候，那位老人的头

就一直往右向他的方向张望着，洗头的时

候，他专门用大拇指捋了捋老人的眉头，他

们对视着，这个场景唐博觉得自己一辈子

也忘不了。

每到这个时刻，李民花和同事会感受

到自己是被这群老人需要的。离开老人的

家时，唐博因为盛情难却，收过一瓶水、一

根冰棍，服务过几次的老人做了一顿他爱

吃的茴香馅饺子，初次见面的爷爷送给他

一对核桃。

后来，唐博和送他核桃的老人聊了很

多。因为老人名字特别，他专门上网搜索了

一下，发现对方年轻时是一位翻译家，翻译

过前苏联不少军事领域的著作。后面登门

时，他就用老爷子年轻时的经历，开启了新

的话题，也和他分享自己经历过抗战的姥

爷。在老人房间里“提笼架鸟”的氛围下，他

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生活在胡同里，与

老人们闲聊的日子。

一位有轻微残疾肌无力的老奶奶，请

他们去给自己 42 岁的孩子助浴，家里还有

生过几场大病的丈夫。一家人靠着低保生

活，家里的家具看上去也是 20 世纪 70 年代

留下来的东西。然而这个家里是整洁干净

的，那位老奶奶也是笑呵呵的，会在他们助

浴时讲很多生活的经历和道理。就连唐博

和妻子闹别扭，也在她的“教育”下，主动打

电话过去沟通。

他 时 常 会 和 家 人 分 享 这 些 感 动 和 趣

事。唐博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机场从事地

勤工作。一开始，唐博家里的长辈，都是反

对他去给老人“搓澡”的。就连上门被服务

的老人，也会觉得他们这群大学毕业的年

轻人，做这个工作太“低端”了。

慢慢地，家里人从最开始的反对，变成

了沉默。如今唐博妈妈已经开始特别支持

他的工作了，让他好好干。

除了心理上的收获与满足，他们的收

入都无法和上一份工作相比。尽管团队受

到了网络和媒体的关注，实际的消费者并

没有达到李民花的预期，遇上疫情严重的

时候，他们长达一个多月没有订单。但一年

时间里，团队的人员流动并不大，只有一个

男生因为生活压力，离职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一些求职平台

上搜索助浴师这一岗位，出来的结果并不

多，不足一个页面。这些工作机会普遍集中

在一线城市，工资最低从 4000 元起步，上

限是 1 万元。在一些网购平台，一次助浴服

务价格从 100 多元到 400 元不等。

“可依助浴”的助浴师大都以创业的心

态来加入这项工作，他们还需要用之前工

作中的经验和技能为团队出力。最早为了

扩展市场，唐博还给社区的养老驿站挨个

打电话介绍服务项目。但提到自己的职业

和未来发展前景，他们都充满了期待。

工作结束之后，他们感慨得最多的是

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了。提起这一年最大的

变化，唐博表示在看了那么多因脑梗卧床

的 老 人 之 后，现 在 他 和 朋 友 聚 会 时 ，不 喝

酒，改喝热水了。

助浴一年，走进400位老人的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见习记者 龚阿媛

“ 我 知 道 有 一 家 奶 茶 店 真 的 绝 绝 子 ”

“今天跟集美也是在逃公主的一天”⋯⋯

这些对话来自住在养老院中的一对闺蜜。

最 近 ，25 岁 的 河 南 许 昌 小 伙 儿 樊 金

林因拍摄自己创 办 的 “ 网 红 养 老 院 ” 的

日 常 生 活 火 出 圈 了 。 在 他 的 镜 头 里 ， 不

仅 有 “ 老 闺 蜜 ” 的 爆 笑 对 话 ， 也 有 老 爷

爷戴着墨镜“打碟”，还有老人玩起了时

下流行的“羊了个羊”小游戏改造的扑克

牌。有网友笑称，“爷爷奶奶们都在‘5G
冲浪’啦！”

如今，习惯了在互联网上“冲浪”的

老年人不在少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操心

父母养老的同时，也在尝试让老年人更深

度地融入数字时代，“数字反哺”现象变得

更加普遍。一些像樊金林一样的年轻创业

者，试图在养老行业中发掘新的关注点。

年轻人教老年人过上新生活

“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学习新事

物的能力也很强。”樊金林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视频中的很多对话源自老年

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把他们当同龄人一

样交流，听到我们经常说的词后他们会记

住，还能将‘绝绝子’‘emo’等网络词

汇和热梗用得恰到好处”。

今年 2 月，这家“网红养老院”开始

试营业。在这里，老年人不仅可以免费入

住，还能在电竞室、电影院、小酒馆等休

闲场地里享受到年轻人喜欢的新鲜事物。

樊金林发现，只要耐心解释，老年人慢慢

地总能跟上流行节拍。

“就像拍视频一样，老年人一开始会

因为‘要上电视了’开心，后来知道自己

拍的视频受到欢迎也会抢着拍，想让更多

亲戚朋友看到自己。”在日常拍摄中，视

频内容框架由樊金林设定，具体的内容由

老 人 们 自 由 发 挥 。“ 没 想 到 每 一 次 拍 摄 ，

爷爷奶奶们都会给我们惊喜。”

樊金林笑称，有时候还有老人因自己

没出镜而吃醋，要求他补拍几个镜头。“很

多人的子女也跟我们反映说，老人的精神

状态好了，甚至与孙子孙女都有共同话题，

还有不少子女催更要看父母的镜头。”

5 年前，樊金林的父亲正在运营“福

寿园”养老院。那时，在河南大学民生学

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读书的樊金林虽然

在那里实习，但他一直觉得不是自己心中

养老院的样子，“老人在这里的娱乐就是

抬头看天花板、晒太阳，最多也就是每半

个月看一次戏。”

为什么养老院的氛围、装修不可以活

泼、阳光一些呢？建一所理想中的养老院

成 了 他 的 目 标 。2020 年 下 半 年 ， 由 他 独

立 设 计 、 装 修 、 改 造 的 新 养 老 院 “ 福 瑞

园”开业了，装修风格现代简约，整体运

营团队更加年轻化。

彼时，短视频平台发展正盛，在父亲

的 鼓 励 下 ， 樊 金 林 重 拾 大 学 所 学 专 业 知

识，开始拍摄养老院日常生活，“没想到

获得了 1000 多个赞”。随后，他又拍摄了

一 期 “ 老 闺 蜜 ” 打 闹 的 日 常 ， 反 响 更 好

了。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几次

拍摄试水得到网友喜爱，我觉得拍视频可

以坚持下去，既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养老院

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也可以让年轻人设想

未来和闺蜜的快乐生活。”

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银巢养老服务

中 心 ， 也 有 一 群 不 一 样 的 老 年 人 。 2017
年 ，1996 年 出 生 的 浙 江 女 孩 李 靖 慧 和 同

学一起成立了这个服务中心，“想为老年

群体做点事情”。自那时起，她每天都能

在很多微信群里，收到“祝您平安”的表

情 包 ， 她 发 布 的 朋 友 圈 下 面 ， 时 常 会 有

“早点回家”“好好吃饭”的留言。

许 多 老 人 也 经 常 分 享 自 己 的 最 新 动

态，一条朋友圈得到很多人的关注，他们还

会开心地截图发在群里向其他人“炫耀”。

这些老人大多是该中心开设的老年大

学班上的学生。从拥有自己的社交网络账

号，在网络上分享生活，到进行一场网上

购物，都是银巢老年大学开设的智能手机

课程内容。这两年，与短视频平台、修图

软件和唱歌软件相关的课程，成了这所老

年大学里受欢迎的课程。

为老人上课的大多是青年志愿者。不

过，李靖慧观察到，年龄的差距反而是种

优势，相比中年志愿者，老人们好像更愿

意接受年轻人，“他们互相更加包容”。她

发 现 ， 老 人 和 年 轻 人 在 一 起 会 更 开 心 ，

“感觉自己也年轻了”。

“老年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

对其视而不见。”李靖慧说，希望通过老

年大学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探索他

们的“黄金 20 年”。

满 足“新 老 人”的 新 消 费
需求，有巨大的市场

今年，广州“银龄学堂”的学员路阿

姨专门为志愿者发来一封感谢信。在参加

“银龄学堂”前，她是一名在微信上一言

不 发 的 “ 沉 默 girl”，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课

堂 学 习 和 跟 练 ， 路 阿 姨 使 用 智 能 机 越 来

越 熟 练 ， 还 成 为 微 信 群 、 朋 友 圈 里 的

“话痨老师”。

据 了 解 ，“ 银 龄 学 堂 ” 上 线 “ 老 年

人 手 机 课 ” 公 益 课 程 小 程 序 ， 通 过 系 列

化 场 景 短 片 ， 为 老 年 人 融 入 数 字 社 会

提 供 可 持 续 的 社 会 帮 扶 ， 还 在 北 京 、

上 海 、 广 州 、 深 圳 多 地 打 造 线 下 培 训

试 点 课 程 ， 发 放 《银 龄 互 联 网 宝 典》 纸

质书籍。

在 微 信 视 频 号 上 ，“ 北 京 大 妈 有 话

说 ” 走 在 北 京 景 点 中 介 绍 各 种 “ 冷 知

识”，“乌云奶奶”“时尚奶奶”“老顽童爷

爷”等还做起了直播，带领老年用户培养

反 诈 意 识 。“ 银 龄 学 堂 ”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从产品改造适老、公益活动助老、营

造社会环境护老三个层次，为老年人融入

数字社会提供可持续的社会帮扶，助力提

高老年人数字生活品质，满足老年人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发 布 的 《后 疫 情 时 代 的 互 联 网 适 老 化 研

究》 报告发现，很多老年人内心深处渴望

被认可、被接纳，他们有较强的学习、适

应网络和智能化服务的动力。值得注意的

是，报告提倡各界共同努力，打破老年人

刻板负面的数字形象，尊重老年人的话语

权和主体性，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重返

公共生活。

随着我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工作的逐

步开展，不少老年人过上了年轻人般的生

活，不仅是用上智能手机、网络购物、出

行打车、拍照美图，他们在享受着智能化

服务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期待更加深度

融入数字生活。

前段时间，湖南长沙的 58 岁黄大妈

自信地站上了 《脱口秀大会》 的舞台，一

段 脱 口 秀 表 演 “ 炸 了 场 ”。 短 视 频 平 台

上 ， 73 岁 的 退 休 物 理 学 教 授 “ 科 学 姥

姥”火了，不少人“追更”她的趣味物理

实验⋯⋯

“不仅录视频上传抖音交作业，还会

跟老师连麦，比我都熟悉抖音操作。”澳

盈资本创始合伙人肖毅向记者描述了他母

亲退休后的数字生活：每天看朗诵教学老

师的直播，跟老师连麦模仿学习，有时候

还会给老师刷礼物，购买老师带的货。最

近老人家被朋友介绍去录制喜马拉雅有声

书小说，还学会了视频剪辑，并搭配合适

的音乐。

“既丰富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又锻炼

了 自 己 的 记 忆 力 ， 提 高 了 精 气 神 ， 还 为

社 会 创 造 了 价 值 。” 在 肖 毅 看 来 ， 围 绕

老 年 人 当 下 的 生 活 喜 好 ， 兴 趣 主 播 和 兴

趣 电 商 等 背 后 的 产 业 链 都 值 得 深 入 探

索 挖 掘 ，“ 旅 游 外 出 等 毕 竟 不 是 日 常 活

动 ， 尤 其 在 后 疫 情 时 代 ， 针 对 老 年 人

兴 趣 爱 好 的 线 上 教 学 、 直 播 带 货 等 ，

不 仅 可 以 带 动 消 费，还能带动一部分人

的就业”。

“我们往往把相对年轻、健朗的老年

人称为‘活力老人’或‘新老人’。”盘古

智 库 老 龄 社 会 研 究 院 院 长 马 旗 戟 表 示 ，

“活力老人”更愿意进行社会交往和参与

社会事务，他们依旧喜欢旅游、交往、外

出吃饭，喜欢各种文体活动。不同于“传

统老人”，已经和即将退休的 60 后“新老

人”，科技素养、技术水平和收入消费能

力都大幅提升。

马旗戟表示，“在医疗管理、健康养

生 、 休 闲 娱 乐 、 兴 趣 爱 好 等 方 面 ， 满 足

‘新老人’和‘活力老人’的这些新消费

需求，无论是提供老年技能教育、老年就

业岗位，还是围绕着老人参与经济生活相

关的设施设备、一系列公共服务等，都蕴

含着巨大的市场。”

年轻人教老年人过上新生活

“数字反哺”让老年人一起来“5G冲浪”

刘攀（右二）在录音棚。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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