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才是
干事创业的最佳年龄

黄伟自称是时代的幸运儿。
读大学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天
之骄子，毕业分配工作到了一所
大学教书，成为一名教授，在业
内颇有名声；20年前，他转型去
了一家大型企业，成为一名上市
公司高管。

尽管已经开始领退休金，黄
伟仍在公司照常上班，其收入远
高于退休金。他说，在这家公
司，像他这样的“60后”同事还有
不少，继续担任着重要岗位。

58岁的邱小英退休前是一
名事业单位中层干部，她告诉记
者：“我觉得现在才是干事创业
的最佳年龄，工作经验丰富、社
会资源多，而且孩子们都大了，
没有家庭顾虑，一心扑在工作
上。”

“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
作是生活目的的本身——— 这种
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
邱小英很喜欢爱因斯坦的这句
话，“如果不上班，天天在家里，
我可受不了，从更大范围来说，
我觉得现在完全不干活，只拿退
休金，是浪费国家资源。”为此，
她退休后又去了一家民营企业
担任管理人员，干劲十足。

作为一名“60后”，湖南一家
民营医药上市公司董事长说：

“我现在身体很好，每天运动两
个小时，要两个年轻人陪练，一
个人还陪不动。”在他未来10年
的计划中，“退休”两个字还有点
遥远。

记者统计发现，上世纪60年
代出生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共有
2625人，在董事长总数量中占比
54%；已经超过60岁的董事长有
774人，占比16%。1960年后出
生的总经理共有4564人，在总经
理中占比95%；已经超过60岁的
总经理有461人，占比10%。

毫无疑问，这个群体是我国
企业界的顶级精英，虽然年届花
甲，但可以预期的是，在未来10
年，他们仍将是我国绝大部分上
市公司的掌舵者，“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是他们的写照。

此外，有些公司的基层岗位
也倾向于聘请“60后”。记者了
解到，不少物业公司保洁、保安
岗位员工年龄普遍在50岁、60岁
以上。某物业公司管理层员工
说，保安保洁工作又脏又累，时

间长，工资还低，招不到年轻人。
相对于城市里的同龄人，农

村“60后”的生活是另一番截然
不同的景象。

“农村人哪有退不退休的，
该种田还是种田。”63岁的杨桂
荣说，两个小孩一个远在南京，
另一个在当地县城买了房，他自
己则住在乡下老家，种田种果
树，养鸡养鸭。

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不
像年轻的时候要拼了命地干农
活养家糊口，“现在是干点‘养生
活’，想做多少就多少，想什么时
候做就什么时候做”，每年的收
成也算不错，“不用买米，小菜也
够吃，上街称点肉才要花钱”。

杨桂荣的小学同学尹鹏非
常怀念几年前在一所高职院校
当门卫的工作，“做了5年，晚上
做门卫，白天在餐厅帮忙，拿两
份工资，一个月到手有5000多块
钱，只是时间长了一点，每天要
干16个小时。”尽管如此，他还是
强调，“年龄大了，反正睡不着，
有8个小时休息也够了。”3年前，
临近60岁的他被辞退，“学校说
要遵守劳动法，我不能接着干。”

回到乡下老家，尹鹏曾去过
采石矿抬石头，却发现终究顶不
住，“一两百斤一坨的石头，腰承
受不起了”。不过，他并不缺活
干。“60多岁在农村算是年轻人，
只要愿意做，就有人喊你做工。”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就业人
口中，60岁以上人员占比为
8.8%。BOSS直聘平台数据显
示，2022年以来，该平台上活跃
的55岁以上求职者数量同比上
涨27%；岗位描述里明确“欢迎
退休人员”的岗位同比上涨
33%。

我们这代人
养老更多靠国家，靠自己

59岁的王建军去幼儿园接
儿子的时候，常常被误会成爷
爷，次数多了，他慢慢习惯。一
直等到二胎政策放开，他才有机
会实现二胎梦。当时，女儿已经
大学毕业。

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
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
法，“60后”恰逢其时，独生子女
家庭是普遍状态。

薇姐，今年已经56岁，去年
退休。年轻时，夫妻都忙于工
作，直到她45岁才生一胎，今年

儿子11岁，正读小学五年级。“退
了休，就是管孩子；不过，别人是
管孙子，我是管儿子。”

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社科
院副研究员杨舸告诉记者，相对
于“40后”“50后”的多子女家庭，
独生子女政策让“60后”在退休
之时有更多的积蓄，更轻的家庭
负担。

而在黄伟看来，“我们这代
人，养老更多靠国家，靠自己，养
儿防老有点谈不上。如果现在
不上班，退休金要生活是够了”。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自上世
纪90年代建立以来，从县级统筹
起步，逐步提高统筹层次。数据
显示，截至2021年末，全国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3亿人。
2012年以来，企业退休人员月人
均养老金从1686元增长到2987
元，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从82
元增长到179元。

身在农村，年收入微薄的杨
桂荣目前也没有考虑靠儿子养
老，现实考虑就是孩子经济压力
大，“他在县城买了房子，每个月
要还房贷，孩子上学要花钱，买
根葱、买兜白菜都要钱”“能不给
小孩增加负担就不错了”，他的
这种想法似乎颇有代表性。

更重要的是，作为改革开放
后参加工作的第一代人，“60后”
普遍有更厚实的家庭积蓄，能够
支撑自己的老年生活。

央行发布的《2019年中国城
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显示，户主年龄为56～64岁的家
庭户均总资产最高（355 .4万
元），且户主年龄为65岁及以上
居民家庭投资银行理财、资管、
信托产品的均值为23.9万元，是
总体平均水平的1.4倍，远高于
其他年龄段水平。

此外，记者接触的多位“60
后”表示，自己身体条件好，孩子
成家以后，自己单独生活更自
由，也能避免家庭纠纷。

未来，选择专业养老机构的
“60后”也会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据规划，“十四五”期间，全国养
老服务床位总量目标是达到900
万张以上。

旅游、抖音、网购、广场舞
一个都不能少

“刚刚退休，每天出门，老公
女儿以为她去跳广场舞了，结
果，她去说脱口秀了。”9月14日，

长沙市政协主席陈刚为长沙代
言，提到了一位“只应长沙有”的
大妈，就是《脱口秀大会》热门选
手58岁的黄大妈。

记者了解到，黄大妈退休前
是长沙一家大型商业公司的基
层工会主席，工作时就很活跃。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黄大妈
说：“脱口秀丰富了我的退休生
活。我一直觉得不管推开哪一
扇门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讲脱
口秀是我的同龄人可能不会去
推开的那一扇门，我推开了，那
我就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风景。”

另一位大妈主播说：“忘记
年龄！开开心心做抖音！‘60后’
的我在抖音找到存在感。”

“60后”确实看到了不同的
风景。“60后”对移动互联网玩法
一点都不陌生，而且，随着他们
步入退休阶段，银发经济随之爆
发式增长。

杨舸认为，相对于以前的老
人，“60后”有更强的消费能力，
而且人数有规模效应，今后会给
养老产业、医疗健康、旅游产业
等带来新的增长潜力。

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
院发布的《银发经济崛起———
2021老年用户线上消费报告》显
示，2021年前3个季度，56岁以
上用户在旅游度假上的成交额
同比增长超过10倍，本地周边
游、园艺生活、花卉绿植、文玩收
藏成交额均有明显增长。2021
年前3个季度，56岁以上用户网
购手机的成交额同比增长99%。
此外，老年人在新型家电上的消
费也明显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旅
游绿皮书：2020~2021年中国旅
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显示，有超
过23.9%的“60后”个人旅游消
费开支超过5000元，高于“70
后”“80后”，也高于“90后”“00
后”。

从江西一家出版社退休后，
老丁和妻子过上了让很多人羡
慕的神仙日子——— 夏天在庐山
避暑，冬天去广西北海，其他日
子在南昌，短期旅游同样必不可
少。10多年前，他们在庐山就买
了一套房子；过冬时的北海公寓
是租赁。“房东是30多岁的年轻
人，平常在北京，我们每年都租
他的房子，他每年也会优先考虑
把房子租给我们。”（应采访对象
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据《中国经济周刊》

每年超2000万人退休

“新老人”如何养老？

“到 了 退 休 的 年
龄，回头再来看我们这
代 人 ，好 像 还 挺 特 别
的。比如说，我们是改
革开放以后参加工作
的第一代人、恢复高考
的第一批大学生、第一
批打工妹、第一代承受
独生子女压力的人。”60
岁的黄伟刚从湖南一
家国有企业办理了退
休手续，从今年10月开
始领取退休金。黄伟
的总结大体是这个群
体的素描。正因为这
些时代烙印与群体特
征 ，像 他 这 样 的“ 6 0
后”——— 上世纪60年代
出生，如今60岁左右的
人 们 ，被 称 为“ 新 老
人”，近年来陆续进入
退休年龄。

“60后”是一个超级
庞大的群体。统计数
据显示，上世纪60年代
是我国人口出生高峰
期，人口出生率超40‰，
总出生人口数为2.45
亿，其中，1963年出生人
口最多，达2934万人。
这意味着“60后”将以每
年2000多万人的规模进
入退休年龄，有媒体将
此称之为“史上最大规
模退休潮”。

据预测，“十四五”
期间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的规模年均增长
约1000万，远高于“十三
五”期间年均增长700万
的增幅。老龄化进度
的加快带来劳动力结
构的迅速变化，也引起
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公
共支出的快速增长，给
社会运行机制的及时
调整带来挑战。

挑战，也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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