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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是屋·青年养老院

“青年养老院”里年轻人围着篝火谈心。 问巢·青年养老院

春节过后，“青年养老院”成
为新兴话题。一群二三十岁的
年轻人打造的“养老院”，吸引另
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此喝
咖啡、聊天、种地、晒太阳……进
入所谓的“养老”状态。

很多咖啡厅、酒吧、民宿、农
家乐也都打出“青年养老院”的
牌子。

事实上，当下80后、90后还
远没到要“养老”的时候。所谓
的“青年养老院”，只是给正处于
压力中的年轻人一个放松身心
的场所。

李慧来到郑州郊区的一家
“青年养老院”，此行她受养老院
创始人的邀请，来考察这里是否
适合“养老”。

这家“青年养老院”在郑州
苟堂镇，距离市区大约有50多分
钟的车程。“青年养老院”前是一
大片开阔的田地，一群羊被圈在
羊圈里，地垄里几只鸡鸭在“散
步”。

李慧从事有机农产品种植
工作，还是一名亲子育儿博主。
此前，这家“青年养老院”的创始
人找到她，请教有关有机农产品
的种植，同时让她对“青年养老

院”未来出谋划策。
“青年养老院”的创始人告

诉李慧，“青年养老院”的牌子才
刚挂起来，目前还没有正式营
业，暂时也没有青年来这里养
老。不过他听说，最近“青年养
老院”在网上日渐升温，希望人
流也能跟着涨起来。

考察之后，李慧认为，这里
有蓝天、阳光、大自然，还能提供
客房和厨房，可以长期住宿、调
整心情。而对于上班族来说，这
里更是一个周末假期理想的“短
逃离”场所，她还想推荐一些朋
友来这里“暂时养老”，休闲

放松。
不仅在郑州郊外，在大理、

西双版纳、重庆、宁波、江门、合
肥等城市都开始出现“青年养老
院”。

除了农场形式外，还有咖啡
厅、酒吧、民宿等等。在网络上，
也开始有“‘青年养老院’是不是
下一个创业风口”的话题词。

就在这个春节，一些青年迫
不及待地住进了刚刚装修好或
是还在试营业的“青年养老院”。

在新疆林场从事木材行业
的谢岗今年到西双版纳的一家

“青年养老院”过年。

除夕夜，包括谢岗在内的4
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聚在“养老
院”里，一起吃了年夜饭。饭后，
4个人围坐在篝火旁，闲聊起生
活中的喜怒哀乐。有人说起自
己不顺利的感情经历，还有人聊
起家庭中的生活矛盾。有的人
劝他别太“卷”，他则会提醒别人
不要“恋爱脑”。4个人一直聊到
凌晨2点。

“这个年是我目前为止过得
最有意思的一个年。”谢岗说，他
自从来到“青年养老院”起，就把
手机设成了占线状态，外来的电
话一律“屏蔽”。

年轻人在“养老院”组团过年

咖啡厅、民宿、农场，这些早
就存在的休闲场所，一部分在最
近挂上了“青年养老院”的牌子。
挂牌之后，这些场所能提供的基
本功能其实并无多大变化，只不
过额外提供了自由的氛围。

在广东江门开了一家“青年
养老院”的Vincent介绍说，他的

“养老院”所用的场地原本是一
个旧仓库，后来被他改造成咖啡
厅，再后来又打出了“万是屋·青
年养老院”的牌子。

Vincent也承认，“万是屋·
青年养老院”依然是个咖啡厅，
只是这个咖啡厅额外帮消费者

缓解了一些精神压力。与一般
的咖啡厅大多开在商业区或上
班族扎堆的地方不同，“万是屋”
的位置僻静，装修也更“朴素”，
地面用厚厚的水泥铺满松树皮
取代了常见的瓷砖、木地板，陈
设多数是简易家具，灯光昏黄，
颜色暗淡，设备简单。

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咖啡
厅反而吸引了一批年轻人。不
少人在这里点一杯咖啡，坐一下
午，只为发呆望天晒太阳，还有
人会穿着拖鞋、居家服来吃
简餐。

2023年结束了旅居生活的

lu来到西双版纳，在那里租了一
间民房和院子，开办了“问巢·青
年养老院”。

“之所以叫‘问巢’，‘问’是
学习交流，探索问题，‘巢’是聚
集地。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够聚
集在这里，通过交流解决年轻人
的问题。”lu说。

“问巢·青年养老院”就是一
排白色的平房，正中是“青年养
老院”的招牌，下面是一个上世
纪70年代的长条座椅，上面则挂
着一盏上世纪80年代的白炽吊
灯，前方的小庭院搭着篝火木
架，很多年轻人喜欢聚在那里度

过夜晚的时光。
“问巢·青年养老院”提供住

宿，宿舍屋内陈设也很简单，除
了床和桌椅柜子之外，也没有别
的家具。

相较于lu此前做的青年旅
社民宿项目，“青年养老院”提供
了更多的社交活动：大家一起种
地、养牲畜，一起看电影、烤火
聊天。

根据lu对客户的统计，“青
年养老院”的客户群体主要是二
十五六岁以上的中青年人，以90
后为主体，他们很多都是背着父
母来这里“养老”的。

主打真实随意氛围感

“暂时养老”为更好出发

那段时间，谢岗住在lu的
“青年养老院”，每天睡到自然
醒，然后就是坐在院子里沐浴云
贵高原的阳光。

在“青年养老院”里没有人
会催促你工作，你可以跟大家一
起交流娱乐，可以一个人晒太阳
看蓝天，也可以种地、饲养、
做饭。

“随意做自己”是“青年养老
院”最大的卖点，这也更接近年
轻人心中的“养老生活”。

谢岗说，自己其实很爱玩，
但那些天他却一点也不想去人
多的地方。

尽管“青年养老院”就在旅
游胜地西双版纳，但他并没有出
门逛逛，反而是选择和几个新朋

友一起沿着溪旁的小路，穿过直
冲天际的高大灌木，在原始雨林
中找寻僻静的村庄。这些天来，
他认识了3个朋友，4个人中已有
两个人在春节假期结束后就离
开“养老院”，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和家庭生活中。待谢岗走后，剩
下的一个朋友也会离开“养老
院”。

到底“养老”生活和现实生
活有何不同？为了探讨这个问
题，lu还组织过几次情感沙龙，
大家围坐在篝火前畅想自己真
的到了70岁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很多人都说，聊过以后开始更深
刻地认识到生活的意义。

有一次，一个小伙子因被家
里催婚感到很烦恼，大家借着他

这个事，聊起婚姻的意义。小伙
子因此得到了很大鼓励，在“青
年养老院”住了10天以后满怀信
心地离开。

lu希望，“青年养老院”未来
的参与者能有更多一技之长，这
样可以组织更多的节目和活动，
让大家放下愁苦，拥有更多
快乐。

试营业以来，lu发现“青年
养老院”的客户群体主要分两大
类，一类是从事自由职业的摄影
师、艺术家、作家、导游等等，他
们有稳定的收入，但缺乏与同龄
人交流的平台，他们会在工作的
闲暇住进“青年养老院”，增加社
交的机会。

还有一类是工作了几年的

年轻人，他们的压力大，在工作、
生活、家庭、情感方面都遇到了
瓶颈，这些人有的暂时辞职，有
的会申请假期，有的利用年假机
会来到“青年养老院”疗愈心灵，
待经过一两周的时间调整好后，
再回到工作和生活中去。

lu觉得，“养老”更像人生的
一个状态，当一个人迷茫的时
候，选择“暂时养老”，心无旁骛
地晒晒太阳、烤烤火、聊聊天，到

“青年养老院”放空个十天八天、
一个月半年的，或许能更好地重
新出发。

Vincent说：“‘青年养老院’
现在之所以受年轻人欢迎，主要
是因为这里给年轻人提供了‘短
逃离’的空间。”

■ 争议

“青年养老院”
是贴标签赚流量？

lu曾从事青年旅社、青年社
群、数字游民基地等行业。lu此
前做旅居康养项目时，就曾尝试
让老年人和青年人生活在一起。
后来，他也一直想将老年人和年
轻人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探索
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能帮
到年轻人。于是，便有了“问巢·
青年养老院”。

不过，自从挂出“青年养老
院”的招牌后，lu的小院受到了3
个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质疑。

老年人认为住在这里的年轻
人不思进取，中年人认为住在这
里的年轻人不务正业，而年轻人
中还有一部分认为“青年养老院”
就是个流量噱头。

“每个人的生命时区不一样，
关键是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很多
事情迟一点、慢一点，也没什么问
题，不会有人真会选择在‘青年养
老院’待上一辈子，我们也不希望
有这样的年轻人。”lu解释说。

“青年养老院”如今已发展为
一种创业方向，让本身想找个院
子养老的宁波女生毛六条感受到

“青年养老院”的“商业化浪潮”。
她开始盘算筹建自己的“养

老院”，但她担心“青年养老院”的
概念一出来，会影响到自己的“养
老”规划。

“我们高中时就曾开玩笑，说
30岁退休，然后一起开个农家
乐。”毛六条说，她和同学一起投
资了“养老院”。毛六条和同学们
在姚江边的一个村子租下了一栋
房子，改成咖啡厅和茶室，空余两
间房用作休息。毛六条住在这里
运营整个院子，平时单身的同学
会常来找她，已经成家的同学则
会在周末带上家人来此聚聚。

对于目前商业化的出现，毛
六条几人比较冷静，她们觉得这
个院子如果能靠一些团建活动实
现收支平衡，是件好事，但如果过
分商业化运营，可能就会破坏大
家精心打造的“养老”空间，可能
得不偿失。

据《北京青年报》

名名不不符符实实的的““青青年年养养老老院院””
怎怎么么到到处处是是““分分院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