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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岁的父母退休后想出去玩，但做子女的没空，报团又因
为年纪大被要求‘提供健康证明’‘家属陪同’。”银川市民刘梅红为
了圆父母去北京旅游的愿望，跑了好几家旅行社都没成功。

当下正是适宜旅游的季节，但有不少像这样因为年龄被“拴”
住脚步的高龄老人。事实上，不少70岁甚至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仍然活力满满，如何更好满足他们的出游需求？

多家旅行社表示，限制参团年龄，主
要是因为“怕麻烦”。旅行中节奏较快，
尤其是登山之类的活动，体力消耗较大，
如果团队中有高龄老人，可能会影响团
队行程。

此外，不少老人有高血压、哮喘等慢性
病，在旅途中受气候、地形等因素影响，慢
性病可能出现急症；一旦途中就医不便，容
易发生纠纷，旅行社可能会面临风险。

旅游法、《旅行社条例》等文件规定，
旅行社应当投保旅行社责任险，应当提
示参加团队旅游的旅游者按照规定投保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不少旅行社表示，
会倡导游客额外购买适合自身的商业保
险，但愿意购买的老年游客并不多。

记者在线搜索多款境内旅游险看到，
旅途每天的保费自几元到几百元不等，保
险金额也从几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

其中，一些保险产品对投保人的年

龄有明确限制，比如某保险公司针对前
往青藏、云贵等高原地区人群推出的“高
原旅游险”，承保年龄为 16 至 50 周岁；该
公司推出的“周末出行险”，承保年龄为
16 至 65 周岁。

一些保险产品根据投保人年龄，在
保费、保险金额上有不同规定，高龄老人
保费更高、保险金额更低，这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老人投保积极性。

长期从事旅游行业研究的华东师范
大学教授楼嘉军表示，相较中青年游客，
老年旅游团产品需要充分考虑健康医护
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成本及
所面临的风险与常规产品有所不同。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一些景区旅游
设施尚未进行适老化改造，一些高龄老
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这些因素也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高龄老人的出游成本和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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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不少老年游客
表示，自己虽然有出游意愿，但报团旅行经
常面临各种限制。

记者以报名者的身份线上线下采访了
十几家旅行社，其中多数旅行社对游客年
龄有要求，高龄老人参团存在不少限制。

比如，辽宁康辉国际旅行社表示，随团
出行时，不建议75周岁以上的旅游者单独
报名；宁夏新文化国际旅行社要求65周岁
以上的参团老年人签署免责协议；上海春
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前往贵
州、重庆的旅游产品，因活动强度大，要求
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参团时需要有家人
陪同且提供健康承诺书等。

不过，为了客源，不同的旅行社也有自
己的折中方案。

如果有家属陪同或提供体检报告、签

署健康告知书，相关要求在实际报名时会
适当放宽。“我们需见到老人身体尚可，才
能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辽宁康辉国际旅
行社负责人说。

还有一些旅行社推出了专门的老年团
产品，这些老年团行程相对舒缓，而且会配
备双导游和随团医生。

记者调查发现，相较普通团，老年团线
路安排少，价格也高出50％至100％。例
如，宁夏多家旅行社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
旅游团产品仅有3至5条线路，难以满足顾
客的出游需求。银川市兴庆区一家旅行社
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不少旅游团产品
在设计时更多考虑的是成本，让游客花最
少的钱去更多的地方，这与老年人车程短、
节奏缓的旅游需求相悖，因此可供选择的
老年团线路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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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旅居康养发展报告》预测，
到“十四五”末，我国老年旅游收入有望超过
万亿元。更好服务老年群体出游需求，成为
行业、社会共同关心且需要解决的问题。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
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指出，“以
健康状况取代年龄约束，完善相关规定便
利老年人出游，健全投诉举报机制并加强
监管。发展老年旅游保险业务，鼓励扩大
旅游保险覆盖面”，对老年旅游市场的痛点
问题予以回应。

一些保险企业开始了新尝试。例如，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的“保险超
市”针对老年人出行的风险情况提供多种产
品，有的产品承保年龄扩展到100岁且保额
不减半。该公司沈阳分公司总经理赵晶表
示，在风险处置方面，旅游行业需要加强风
险防范，尽快完善风险共担体系，同时积极
倡导老年游客及家属的“诚信参团”意识。

“社会各界可以共同努力，化解风险。”
楼嘉军建议，在行前，旅行社应询问旅游者
个人健康信息、告知旅游者不适合参加旅游

活动的情形；老人在出游前应到医院体检，
携带对症药物及必要的应急药品，投保时应
注意仔细查看保障内容及限制性条款。

一些海外经验也值得借鉴。例如，日
本一些旅行公司有针对65岁以上老人、限
制15人以内的小团游，行程中充分考虑老
年人需求，如选用座位更舒适的车厢、减少
打卡点数量等；酒店会针对老年人提供特
别住宿方案，比如配备浴室用轮椅、四脚拐
杖、专用更衣室等设备。

同时，要积极开发适合老年人特点的
旅游场景。宁夏大学前沿交叉学院执行院
长王磊说，利用我国国土空间辽阔、旅游资
源富集的优势，发展县域旅游和城市游憩带
的休闲游，既有利于老人放松身心，也可以
避免他们过度集中到人流拥挤的热门景点。

“未来，随着上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
生人退休，具有更多旅行经验的‘新老年
人’出游，将会在康养游、个性化出游等新
方式的带动下变得更为便利。”东北财经大
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李飞说。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共同努力，让老人放心出游3

我省历时4年
完成首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赵鑫远）10月9日，记者从甘肃省政府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历时4年，
甘肃省已全面完成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并在此基础上建成涵盖致灾、承
灾、减灾、灾情等灾害风险全要素的省
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库，实
现省级数据采集、汇交和共享应用等
功能，同步实现了与国家数据库的互
联互通，为进一步做好防灾减灾和救
灾工作打下基础。

在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中，甘肃省完成了主要自然灾害
致灾因子、承灾体、历史灾害灾情、综
合减灾资源（能力）、重点隐患等多方
面的主体调查，累计录入数据1020多
万条，并形成了数据集和相关图件。
以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成果为基础，甘肃省汇集应急管理、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
通运输、水利、林草、气象、地震等9个
行业的调查数据和评估与区划成果。
同时，通过数据汇总和评估分析，把全
省明确划分成高灾损区、高隐患区、高
风险区和低减灾能力区“三高一低”的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区域。此外，第一
次识别了占全省陆地面积5.68%的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高、中高风险区，将全
省划分为 5 个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大
区、19 个综合风险区，揭示了全省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东南高西北低”的宏
观格局和导致高风险的主要因素。

“普查的目的在于应用。我们将
普查成果应用于公路沿线灾害防治工
程、地质灾害隐患点搬迁和治理工程、
水旱灾害防御、火灾预警、气象服务综
合制作分布平台建立与完善、地震应
急响应服务能力提升等工作，提升防
灾减灾能力；同时聚焦服务基层能力
提升，指导永靖县开展自然灾害监测
预警信息化系统建设、指导兰州新区
开展普查成果管理及应用平台建设，
实现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化服务。”甘
肃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应急管理
厅副厅长张晓博介绍，甘肃省普查办
已经会同省级主要行业部门组织编制
了《甘肃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公报》，共11号，《公报》电子
版可以到应急管理厅网站查询下载。

夜市招聘会
让就业服务更具“烟火气”

连日来，兰州市城关区南关什字
民安大厦门前商圈灯火辉煌，人声鼎
沸，城关区白银路街道联合临夏路街
道举办的“星光耀金城 万岗话未来”
夜市专场招聘会在这里热闹举行。

招聘会现场，一张张精心布置的招
聘摊位不仅代表着企业的形象，更承载
着对人才的殷切期盼。市民们漫步其
中，或驻足浏览招聘海报，或与心仪企
业面对面交流，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
街道工作人员积极宣传各类就业、创业
优惠政策，向求职者发放宣传资料，详

细解答求职者关切的各种问题。
求职者陈女士表示，夜间招聘的

形式很独特，打破了求职者与招聘方
之间的信息壁垒，让双方能够更直接
高效地沟通，让她在轻松的氛围中找
到了心仪的岗位信息。

据悉，此次招聘会共为求职者提
供了验光师、快递员、秩序维护员、服
务员、收银员、前台等各类就业岗位
70 余个，岗位需求达 200 余人，吸引
了400余人进场求职和了解情况。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艾萍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
揭牌成立

10月11日，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揭牌成立，标志着历经六十八载的
全省唯一一所林业类高等院校迈上了新的发展征程。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是2024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在甘肃林业职业技
术学院基础上设立的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校前身为1956年创办的

“甘肃省兰州林业学校”，2001年升格为高等职业院校。六十八年来，学校扎
根陇原大地，潜心办学育人，累计培养了5万多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揭牌仪式上，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分别和
该校签订了支持学校高质量发展框架协议。与会领导、嘉宾和师生一同
观看了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启航新征程 共铸新辉煌”首届大学生文
化艺术节文艺汇演。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欧阳海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