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至东台，直线距离只有

200多公里，因长江阻隔，过去上海

去东台要一天时间；沈海高速、苏
通大桥开通后，上海至东台的车程

压缩到 3小时之内；去年 12月底，
盐通高铁开通后，上海到东台的时

间最快只要 1小时 43分钟。
随着交通的便捷，如今在东台

的上海人越来越多，在两地的“家”

之间往返也越来越自如。今年 65

岁的上海徐汇人王朝芬，也把新家

安在了安丰镇。
王朝芬喜欢旅游，不久前和朋

友来东台观光，被这里良好的生态

环境和传统建筑所吸引。安丰镇是
因盐而兴的千年小镇，走在古镇街

头，多元化的建筑风格跃然眼前，
既有徽派风格，也有山西四合院

落，还有浙南民居风格，正是源于
古镇上曾聚集过山西会馆、浙江会

馆、江苏会馆等全国各地盐业客商

的会馆。
“出门不堵车，古街也很有味

道，我就想着买套房子，在这里生
活也不错。”王朝芬说，买房、装修，

开销加起来大概花费了 20 万元，

但她并未打算马上入住，“我在上

海还有个店铺要打理，一个月一次
往返是少不了的，我准备再‘发光

发热’几年，之后再老老实实在这
边定居下来。”

虽然没法立刻享受安逸的养
老生活，但对王朝芬来说，自己和

老伴接下来的生活就更有盼头了。

巧的是，王朝芬的新家，离包岳群
家并不远。得知又有来自家乡的新

邻居，包岳群很高兴。“以后啊，来
这里养老的上海人，一定会越来越

多的！” 本报记者 吕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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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发族”生活在别处
    长三角的“银发族”有多庞大？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长三角

地区户籍总人数为 2.16亿， 其中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超过 4746 万，老年人比例为 22.03%，高于全国

18.70%的平均水平。

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但在地缘相近、文缘相

通、人缘相亲的长三角地区，“异地养老”成为一种选择。 生活

在别处，上海“银发族”缘何选择异地定居，生活体验如何？ 记

者走进江苏盐城、浙江湖州、安徽黄山，听听他们的故事。

重回知青地 续写山海约安徽黄山

从农家乐到画溪谷，“上海村”升级了浙江长兴

侬放心，这里老适意额！江苏东台
    “在上海我住在世博

园边上”“我家在外高桥，
原来侪是浦东人呀”……

上周六，江苏盐城东台市
安丰镇，61岁的包岳群见

到了同样来自上海的陈宗
锦夫妇，瞬间切换到“上海

闲话”模式。异地遇见老

乡，倍感惊喜与亲切。包岳
群和丈夫卢家平，在东台

生活已近 10年。看到镇上
又来了上海人，她忙不迭

“现身说法”：“侬放心，在

这里生活，老适意额！”

    包岳群和丈夫卢家平都是上

海浦东新区高桥镇人，2011 年因
居住地拆迁，在亲戚的建议下，他

们借住到了东台市安丰镇。当时夫
妻俩不会想到，原计划的一次“小

住”，会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模式。
退休之前，包岳群在供销社上

班，身体一直不太好，心脏和胃总

是不舒服。“到这里住了一个月，感
觉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了，胃也不

痛了，心脏也好多了。”包岳群回
忆，因拆迁有些事需要处理，不久

后又回到上海，可不到两个礼拜，

身体又有些不舒服。“抱着试试看
的心理，我们又来到安丰，过了两

个月，那些不适的症状又消失了。”
就这样，在上海、安丰来来回

回了好几趟，最终与家人商定，搬

到安丰定居。2012年，夫妻俩花了
50多万元，在安丰镇民主居委会

购置了一套近 200平方米的两层
小洋楼，从此定居安丰。

彻底换了生活环境，但包岳群

夫妻俩很快就和当地人熟络起来。
新房买好后，他们打算将屋前搭建

的一个小棚改造成阳光房，莳花弄
草。住在前面的邻居知道后，主动

提出把两家之间的空地让出来给
包岳群家使用，如此一来，阳光房

的面积比原先计划宽敞了不少。

一到冬天，邻居们就来包岳群
家的阳光房里，喝茶、聊天。现在，包

岳群把每天的时间表都安排得满满
的：早晚两场舞，下午打打牌，再去

镇上买点菜。说到这里的菜价，包岳
群笑得合不拢嘴：“真的便宜，这两

天上海的野荠菜要 18元一斤，这里
3.5元一斤就已经不得了了！”

包岳群还享受着在上海少有
的田园时光。大白菜、蚕豆、青菜、

萝卜……在离家不远的农田里，夫
妻俩“承包”了一块菜园，“自己种的

蔬菜，绿色无公害。家里有亲戚过来
玩，我都让他们带点回上海吃。”

“从小住变成了定居”

“长寿之乡”智慧养老

    就医，是异地养

老绕不开的话题。有
次，丈夫卢家平得了

急性阑尾炎要开刀，可把

包岳群急坏了，“那时我

们对这里也不太熟悉，但附

近的邻居知道以后，马上就

帮我联系了医院，而且还开车把我

们送到医院。”

看病不难，但报销的麻烦依然
存在。习惯了在安丰的生活后，夫

妻俩如今很少回上海的家，仅有的
几次，主要是为了回去报销医药

费。“搬过来后，平时买个药都挺方
便的。但之前在这边住院，花了

6000多元，就只能自己先掏腰包，

再回上海去报销。”

让包岳群期待的是，去年 12

月，沪苏跨区域合作、总投资 700

亿元的长三角（东台）康养小镇项

目签约。项目总占地 17.1平方公
里，规划人口 15万人，定位于长三

角区域康养服务一体化示范区、跨
行政区康养政策协同试验区。在沪

苏两地政策叠加下，东台今后将导

入上海瑞金医院、华东疗养院等优
质资源，实现医疗、疗养、教育等资

源共享。
位于黄海之滨，东台是江苏

省面积最大的县级市，以世界自
然遗产盐城黄海湿地闻名，空气

质量位居江苏前列。而包岳群所
在的安丰镇，是盐城市首批“森林

小镇”之一，也是著名的长寿之

乡。据统计，当地 5 万常住人口

中，90 岁以上的老人多达 240 余
人，百岁老人 16 人，最高寿的是

106岁。
为了更好地服务“银发族”，东

台正构建智慧养老模式。今年 10

月，东台市城市社区智慧养老服务

中心正式面向老年群体，不仅设有

助餐区、助浴区、理发区等生活区，
还设置精神关爱、活力文娱、智慧

养老等功能板块。同时，服务中心
通过设置“智慧养老”呼叫中心，构

建一站式、一体化、线上线下互通
的智慧养老模式，让老年人在家门

口获得方便快捷实惠高效的养老
服务，让智慧养老更有温度、更具

品质。

“上海邻居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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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这个岁数，还是习惯在乡下

住，平时种种花花草草，这里空气清
新，蔬菜瓜果新鲜，住上一阵子心情也

开阔了。”大清早，浙江湖州长兴县水
口乡顾渚村，64岁的林锐阳在农家乐

庭院锻炼身体，一个月前他和老战友
一起过来小住。在这个位于苏浙皖三

省交界的小山村，前两年 80%游客来

自上海，也被称为“上海村”。

80%游客来自上海
“虽然这里没有上海那么繁华，但

是我们喜欢这里安静舒适的居住环

境。”林锐阳坦言，这里的生活很丰富，
每天早上约上几个老朋友去农贸市

场，买点自己喜欢吃的土特产。下午，
就去大唐贡茶院喝茶聊天。“大家围坐

在一起说笑，看看周边竹林环绕，不要
太惬意。”

林锐阳在上海住处是一室一户，

平日朋友聚会只能选在公园，住在顾
渚村体验的不仅是农家乐生活，更能

联络朋友之间的感情。他印象最深的
是顾渚村的巷子，一条巷子走进去，左

邻右舍挨得紧紧密密，让人想起小时
候住的弄堂。

“这是我第三次来水口了，还有好

多地方没走到，打算多住一段时间。”
62岁的陈美凤来自上海闵行区，常带

着朋友前往农贸市场采购土特产。去

年，她和小姐妹在顾渚过年，早已习惯
了这里的闲适。

老年乐园带动产业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

成为长三角的休闲旅游乡村，不得不

提上海人吴瑞安，多年前他想找一个
山清水秀、适合低收入老人的康复养

老宜居之处，走访很多地方最后看中

了顾渚村，自筹 30余万创办“老年乐
园”申兴康复疗养中心，“申”为上海，

“兴”指长兴。
很快，这所疗养院接收的上海老

年人越来越多，床位渐渐紧张，吴瑞安
跟疗养院门口的两家邻居商量，让他

们添置几张床，帮忙接待老人，这便是

农家乐的前身。“现在全村 2700 多
人，500 多家农家乐，其中不乏优质

民宿，90%的村民都从事相关产业。”
顾渚村旅游办主任陈杨阳介绍，一传

十，十传百，每到中秋、国庆和春节长
假，这里俨然成了“小上海”，来来往往

的公交车上听到的，都是一口地道的
上海话。

从住个三五天十来天，到呼朋唤
友常住养老，不间断上海客源的光顾，

使顾渚村可供吃饭住宿的农家乐达到

了三五步便有一家的密度……顾渚村

有一套“定制”的经营模式，所有农家
乐包吃包住，房价按每人每天计算，当

天入住第二天离开算两天。如果团队
人数达到 10人，村里有专门的车队直

接到顾客所在的城市小区上门接送，
也催生了村里的运输行业发展。

萌生乡愁亟待转型
这里也有不少上海人的“乡愁”。

入冬以来，疫情防控压力升级，水口乡

500多家农家乐也受到影响，但上海
“爷叔阿姨”的支持，让村民在农产品

销售上打开一个新窗口。
“我要 5捆猪头糕、毛竹笋 10斤、

紫笋红茶 3盒。”视频这边，顾渚村宇

凯农家乐老板娘胡燕记下来上海浦东
新区曾阿姨的订单，视频另一端曾阿

姨告诉记者，今年 10月来过顾渚村，
原本计划元旦期间带上亲朋好友再来

游玩，现在因为疫情取消了原本的行
程，但心里却忘不了这些土特产。“带

回去些，朋友们吃了都说好，等到疫情

过去了，还是要去顾渚村的。”
近年，顾渚通过提升整体环境面

貌，经历了农家乐-民宿的迭代共生过

程。如今，顾渚“画溪谷”正式启动，作
为湖州市“五谷丰登”的一部分，“画溪

谷”地处 G60科创走廊、杭宁生态经济
带和环太湖生态文化圈三大战略叠加

地带，总面积 49.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
率将达到 90%，将会成为长三角乡村

旅游旅游首选地之一，吸引更多人感

受“画里”风情。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许旭

    门对青山，窗含绿水。朝听鸟鸣，

夜拥风歌。安徽黄山，是上海游客眼中
的“旅游胜地”，也是上海知青心里的

“第二故乡”，吸引越来越多上海市民
前去度假、康养和定居。

故土难离
大山连绵，茂林修竹，上海知青怀

旧点———黄山区六队茶场，一处掩映

在大山和竹林中的红瓦房，不时传来
“上海闲话”。

房主孙丹泉年近 70，一直在上海
经商。2008年，他投资 100多万元租赁

了原黄山茶林场六队的队部、茶房、宿

舍和 300多亩茶山，并将六队原址改
建成为海派风格的民宿，如今也成了

不少上海朋友来黄山度假的居所。“我
和爱人每年在这里住上五六个月，一

般是 6月到 12月，我觉得那是黄山最
美的时候。”

“我是茶林场六队走出去的知青，
这里有我们这代人共同寄托的情感。”

孙丹泉的妻子徐美莉回忆，1973年从
上海市五爱中学毕业，来到黄山茶林

场。“分在六队，当时才 17岁，在这里学
会采茶、插秧、挖笋、砍柴等。”1984年，

伴随着知青回城，徐美莉回到上海市
黄河皮鞋厂工作，直至 2005年退休。

在民宿墙上，有不少年轻时在茶

林场拍摄的照片。说起为何选择在黄
山“安家”，孙丹泉直言：“我们在上海

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年纪大了，觉得

应该找一处心灵家园，茶林场就是最
好的地方，这里是我们爱情萌发的地

方，是我们青春时代的深刻记忆。”
“给自己寻找一处生活方式的同

时，也为更多上海知青有个落脚地。”
孙丹泉说，在上海的生意已交给子女

打理，喜欢黄山的空气、黄山的清静，

黄山绿色的蔬菜和纯天然的物产。
如今，知青文化渐成时尚，不少人

对第二故乡“故土难离”，孙丹泉的“红
房子”也成了谭家桥知青小镇上的“网

红打卡点”，每年都有数百名上海人前
来“知青怀旧点”，续写与黄山的“山海

之约”。

十年徽恋
阳台上，一杯茶，一卷书，茶香书

香，氤氲缱绻；眼前，一条新安江逶迤

而来，山水风光尽收眼底，宋金祥和爱
人的老年生活惬意满足。

今年 68 岁的宋金祥是地道上海

人，从事过杂志编辑、电视节目制作
等，2006年在黄山市屯溪区中心城区

购置房产，定居在此。老宋坦言“和黄
山的交集是一种宿命”，早在 1980年，

他就受上海有关部门委派来黄山调研
“小三线”厂，形成内参报告为“三线”

的撤回执行提供参考。“没承想几十年

后，续上了这段缘分，我自己也成为了
‘徽州人’。”

拿着上海的退休金，在黄山的生

活惬意悠然。在宋金祥眼里，家门口家
得利超市的服务员、百大商厦的售货

员、市医院的护士，黄山人一如这里的
山水，清澈亲切。

“十年徽州，十年相逢，晨曦飞霞，
落日暮色……”如今，宋金祥在黄山已

经住了十多年，游遍了徽州的山山水
水，写下《徽州望云赋》通过笔端表达

对这方土地的热恋。宋金祥更关心黄
山的发展，黄山广播、电视、报纸的新

闻热线，常有他积极建言献策的声音。
“黄山应该发展康养产业，使之成为全

国康养标准的制定地。”

探路养老
如今，选择在黄山居住的

上海人不在少数。黄山桃花

岛、纳尼亚小镇、德懋堂、

院藏徽州……不少高端社
区可见上海人的身影，有

些社区的上海住户达到四
五百人。好山好水好空

气，是选择黄山的首要原
因。杭黄高铁开通后，上海

到黄山最快的班次只要两

个半小时。
“我父亲今年从卫生

部门退休，母亲去年刚刚
退休，他们已经商量好了，

过了年就到黄山来。”方宇
安在上海静安一家贸易公

司工作，2011年来到黄山徽
州区，被这里的山水和徽派民

居吸引，“正巧有个楼盘租售，

我一口气租了两套。”每逢节假
日，方宇安和家人都过来度假，对

这里的生活逐渐熟悉，在他看来，
这也是给父母来黄山“候鸟式生

活”探探路。
近年来，黄山市发展旅游康养产

业，围绕“医、药、养、健、游、食”六大领

域，将生态康养、文化康养、温泉疗养、
运动健身、中医养生等与民宿民俗、徽

菜美食、乡村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
游等产品结合发展。

“翠山绿水，鸟声啼啭，一湖翡翠

碧蓝倒映着疏密有致的群山，浮华和
喧嚣都被抽离。在这里，仿若与自然万

物共呼吸……”在微信朋友圈，方宇安
如是写道。

特约记者 程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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