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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正是出游好时节。
不少人开始计划着“逃离”城市喧
嚣、归隐田园。

如今，民宿早已不是年轻人的
专利。“老朋友”们也表示，喜欢看
最美的风景、住最酷的民宿、听最
动人的故事，乡间的粗茶淡饭比任
何药方都养人。

银发经济快速发展，民宿行业
也纷纷向个性化、特色化转型，准
备迎接更多“银流量”。“爆改”民
宿渐热，能否为养老生活开辟一片
新天地？近日，记者实地探访寻解。

建一栋怀旧民宿
描绘95岁祖母的最美青春

国内某第三方机构报告显示，
听 民 宿 老 板 讲 述 独 特 经 历 和 故
事，是不少自由行游客钟爱民宿
的一大原因。

在杭州，沿着京杭运河进入
大兜路历史街区，不少民宿就沉
浸其间。早些年，凭借民国风建筑
设计，一间叫花驿的民宿在社交
媒体上很出圈。遗憾的是，因为店
主私人原因，这家店在不久前关
门谢客了。

店主敏儿与记者讲起，这栋民
宿的由来，是为了圆 95 岁祖母的
梦，纪念一段跨世纪的爱情。敏儿
祖母出生于大运河畔殷实人家，
1937年夏天，16岁的祖母在酒会上
与一位青年才俊相恋成婚，从此离
开家乡。人生坎坷无常，历经纷乱
战火、时事变故，祖母一直忘不掉
家宅的模样。敏儿一手开办花驿，
复刻祖母儿时的故居。民宿是江
南大户人家格局，天井边上左右
厢房对称排布，青砖铺砌的房间
和老旧雕花石柱的阳台。公共空
间被各色鲜花装饰，客房里采用
中式花格窗、红色帷幔与白色纱
帐，还有核桃木梳子、蓝花布拖
鞋，都是敏儿煞费苦心从周边古
村落里淘来的。

在这里，早餐也是老杭州的味
道，白粥、煎蛋、小馒头，再来一
碗最地道的杭州虾皮紫菜小馄饨。

“想让游客体验到最纯朴的江南滋

味。”敏儿说，如今她的微信上还会
收到很多老顾客的留言，“都是希望
我能‘重出江湖’。”

木屋、农家乐、老洋房
60岁以上预定客流增长五成

花驿的故事告一段落，但留下
的“灵魂拷问”却值得深思：从

“歇脚处”变“心归处”，“民宿+养
老”真能成为 50+人群的“诗和远
方”吗？

据全球公寓民宿预订平台途家
民宿的数据显示，2024年10月我国
国庆出游高峰结束后，银发族的预
订量显著提高，这其中，60岁以上
用户预订木屋、农家乐、老洋房等
高端特色房源的占比均比去年同期
增长五成以上。

“公司银发板块出客人数以每年
10%-20%的增量上升，中老年游客
正提升淡季民宿入住率。”中国国旅
（绍兴）国际旅行社项目负责人陈林
涛注意到，银发族的旅居集中在三
四月、夏末、春节后等非假期时
段，前往广州、云南、三亚、北海
等南方地区的人较多。出于对价格、
气候环境、服务、交通的考量，民宿在
中老年群体往往卖得更好。

北京市民云云与记者谈起，每
年九月都会和姥姥前往郊区民宿避
暑。“小院位于山脚下，老房子又
高，即便是盛夏，室内也只有26摄
氏度，是老人家最舒适的温度。”云
云说，管家大姐会询问姥姥的口
味，用心烹饪三餐。最重要的是，
民宿的设计与姥姥小时候的四合院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那里和其他
旅客一起制作手偶，仿佛回到了童
年时光。

“新老年群体有更强社交需求，
更加爱玩、敢玩。”陈林涛表示，60
岁-65 岁老人出游率高，且更看重
文化内涵和情感互动，民宿往往能
带来难忘体验。

民宿适老化“爆改”
子女探望可免费住宿

庞大的中老年客群，刺激民宿
经济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民宿对配
套设施进行适老化、个性化的升级
与改造。

湖州安吉溪客院民宿主理人朱
兴梁就在今年计划着“转型”，“民
宿业竞争压力太大，我们正逐步增
加中老年适玩的项目与服务，吸引
这批客源来填补旅游淡季的空缺。”

朱兴梁将溪客院定义为“退休
老人的理想栖居地”，内部配备防滑
地板、紧急呼叫器、数字监护系统
等设施，保障老人的安全；将闲置
空地开辟成菜园和果园，定期组织
下地插秧、采摘等活动。此外，入
住老人不但享有价格折扣，子女探
望还可以免费住宿。

细分赛道上，民宿老板们也深
谙“极致体验”。有康养民宿提供中
医药膳、开展养生功法课、中医健
康诊疗咨询，老板亲自上阵教八段
锦；有民宿打出“宠物友好”标
签，允许老人带爱犬；有的把手工
制茶、织布机、油纸伞等非遗项目
搬进房间，让人重温旧梦……

“我们希望让民宿逐渐从简单
的住宿场所，演变为一种充满活
力的养老选择。”陈林涛表示，银
发市场与民宿业的融合将会是大
势所趋，以民宿为载体，融入养
老服务元素，综合性为老年人提
供短期居住、旅游体验与健康管
理的“轻养老民宿”模式也会被
更多人接受。

当银发族在民宿中感受到乐趣
与关爱，“民宿+养老”能否成为银
发族的“心之所向”？可期可待。

来源：浙江老年报

“民宿+养老”，银发族的“诗和远方”？

“腰部有块浅色胎记都被Deep-
Seek算出来，它还说我未来老公在
西南方工作……”近日，马晓宇
（化名） 翻开“AI 算命”结果的截
图，向记者介绍。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看到大量
“算命”分析帖，一些热门视频的点
赞、评论、转发量多达数十万人次。

心理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硕士
生导师李瑜认为，“AI算命”基于采集

到的数据得到“心理画像”。用户提供
信息越丰富、越真实，“心理画像”就
越丰满、越接近真实“命运”。

此外，经过训练的AI大模型产
品精通“模糊的艺术”，能够输出
看似个性化、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内容。李瑜表示，人们常常认为一
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
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这种
典型的认知偏差行为，是心理学中

著名的“巴纳姆效应”。
“系统通过个性化叙事生成技

术，将统计结论转化为有文学张力
的‘人生剧本’，使模糊描述产生
高度共鸣，强化巴纳姆效应。”李
瑜说，这会引发用户共情，感觉到
被摸准以往人生节点和家庭痛点。
有研究显示，即使模型准确率仅
65%，通过概率模糊化表达，用户
感知确定性仍达82%。

在李瑜看来，“AI 算命”本质上
是一个心理测试过程。与传统心理测
试相比，它能采集到更丰富、及时、动
态的信息，实现信息增益最大化。此
外，还可对测试结果实时校准。研究
显示，12轮AI 对话达到的心理测量
精度，相当于200题的心理量表。

也有人认为，虽然半信半疑，但
“AI算命”提供巨大情绪价值。李瑜
建议，用户应理性看待“AI 算命”结
果，以此为契机，开始自我觉察和
反思，也可不断自我成长，突破现
状，朝着更健康的生活前进。但若
过于相信“AI 算命”结果，将不幸和
痛苦归责于外在，就会进入到自证
不幸的悲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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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算命”，靠谱吗？
专家揭秘：本质是心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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