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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门进入园区，操场右手边是
幼儿园，左手边一幢闲置的二层小
楼，则是筹备中的养老服务中心……
在山东济宁，已在幼教行业耕耘21年
的于波和妻子正计划开设第二家养
老机构。算上去年由幼儿园转型完
毕的第一家，夫妻俩托幼转托老、老
幼共托的尝试又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因起步早、动作快，这段时间他
们的养老试点成为不少同行企业，甚
至政府部门的参观调研对象。“我也
是摸着石头过河呀！”于波坦言，前方
虽找不到可以对标的样板，但“做这
一行的心里都清楚，必须做出转变”。

21年前，于波的妻子崔瑾开设
了第一家幼儿园，运营顺畅。女儿出
生后，于波辞职来帮助妻子，于 2009
年创办第二家园所。此后，幼儿园以
几乎每年一所的速度扩展，到 2021
年，夫妻俩总计开设11家幼儿园，完
整见证了行业的发展与火爆。

而如今，前所未有的挑战摆在面
前。2022年，在园幼儿锐减三分之
一，以往“不用怎么宣传”就满员的招
生季变得无比艰难。通过向当地卫
健部门了解相关数据，2023年春天，
于波夫妻决定，关停 3所幼儿园，暂
时保留8所。“确实很惋惜，但现在还
不是最难的时候，今年9月招生会更
难，必须及时止损。”于波说。

600多公里外的山西太原，“小
雨点幼儿园”原负责人李秀玲也感受
到了这一趋势——作为普惠幼儿园，
也难以抵挡2022年春季生源大幅下
滑的现实。去年下半年，她决定彻底
转型，将自己所属的2家幼儿园关停
并进行注销。

关掉幼儿园，做些什么呢？考虑
到一批跟随自己多年的员工不能不
管，于波努力寻找新的机会。逐年上
升的老龄人口，引起他的关注。

很快，他注册了佰善养老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转型养老服务，瞄准退
休健康老人，办一家“综合体”式养老
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活动娱乐空
间，使用设备做身体调理。同时，延
伸家政、陪诊、护理等各类上门服
务，“投资相对较小，幼儿园老师这个
群体还能重新上岗。”

去年 5月筹备，10月试运营，于
波的第一家养老试点已服务了近千
位老人，员工也在逐渐适应着转变。

“经过一段时间运营，大家慢慢感觉
挺好，比幼儿园还轻松些。”

令他欣慰的是，养老试点获得所
在街道支持，提供了免费场地和政府
补助，并将老年食堂、社区门诊等陆
续融入进来。“我们这边老人还是比
较缺乏类似空间和服务的，街道也有
建设一刻钟生活圈的需求，相当于我
们承接了落地工作。”于波说。

关于收益，于波认为“不能急”。
养老中心收取来活动的会员每月
120元费用，吃饭单独算钱，每餐8元
至 12元，荤素搭配。“如果只靠到店
收费，是远不够运营成本的，我们也
不打算靠会员费赚钱。希望能扩大
影响，多覆盖一些用户，提供上门服
务包括适老化改造等，才是以后盈利
的渠道。”于波说。

关停幼儿园后，李秀玲也重新注
册了新公司，和于波一样转为中老年
活动业务。但相较之下，她更为谨
慎，选取“课程”这一细分领域，将原

来幼儿园的场地改造一番，向山西本
地一家中老年教育机构交了加盟费，
成为这家教育机构下的一个校区。
日常，由教育机构提供老师，过来给
会员上课，有舞蹈、模特等各种课程。

去年底才开始筹备，运营至今刚
几个月，李秀玲觉得还谈不上有什么
心得。据她观察，近来幼儿园转型加
盟为老年活动校区，陆续出现了好几
家，自己能否适应挑战，路还得一点
点探。

视线转至北京，作为中国较早
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北京对养
老问题准备相对充分。围绕“老幼
共托”等，也曾有过一些探索。不同
之处在于，北京多是以养老驿站、机
构等作为先期基础，将其他服务如
买菜、理发、维修，甚至包括托幼等

“融合”进去，而非在其他业态上添
加养老功能。

例如，2019年记者曾探访丰台
区首家“一老一小”融合驿站——福
海棠华苑社区养老驿站。其将一层
作为老人活动区域，可提供老年营养
餐、康复理疗等基础服务；二层则布
置为设有防护装置的儿童活动区，引
入专业早教机构，为 0至 3岁小朋友
提供日托和亲子活动。

2021年回访时，尚有家长称，自
从有了驿站，“父母省了很多事，孩子

也被照顾得很好。”而近日，记者再
次联系养老驿站了解到，面向幼儿
的日托服务已经不再做了。工作人
员称，驿站养老服务始终运行良好，
二层也全部恢复为服务区域，早教
的撤出时间大约是去年年底，具体
原因不太清楚。

据观察，对于一视同仁的生源困
境，目前北京市幼儿园的应对多体现
为“向下”兼容，即开设托班，将服务
范围延伸至0至3岁。出台的相关政
策也明确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幼儿
园参与普惠托育试点。而如其他城
市般“向上”彻底转至养老行业，或

“托幼”的同时也纳入“托老”，暂未有
典型案例。

以全国数据来看，据《健康时报》
评论文章显示，目前我国拥有“老幼
共托”相关企业 36.2万余家，2023年
新增注册数与 2022年同期相比，上
涨20.3%。

热闹背后，记者也发现其中的
些许共性，新加入的“托老”多在

“活力老人”身上做文章，开发课
程、活动、餐食等，模式上存在局限
性。虽然如此，市场的自发探索，
正是新商业模式酝酿阶段不可或
缺的土壤萌芽。

事实上，“幼转老”近期虽是个
新鲜话题，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早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原崇文区
永外街道办事处，即将街道的 4个
托儿所、幼儿园合并成立长寿园敬
老院。

据当时的报道，永外街道 60岁
以上老年人已经超过 1万大关，随
着生育高峰过去，学龄前儿童人口
数量大幅度减少，形成幼儿人口下
降、老年人口增多的状况，托幼园
所处于半闲置状态。因此，街道办
事处投资 40万元，合并了 4个托儿
所和幼儿园，建成一所能够容纳 50
位老人的敬老院，对全社会开放。
当然，近 30年前的环境与业态都与
现在有不小差别，但根据形势做出
调整的灵活变通，本就是社会“韧
性”的体现之一，对当下仍有借鉴
意义。

与第一家养老试点的彻底转型
不同，于波即将开业的第二家养老机
构，与幼儿园放在同一个院内。在他
的设想中，老人将孙辈送到幼儿园
后，就可以留下来娱乐、用餐，充实白
天的闲暇时光。笑言“摸着石头过
河”的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那
个被观望、期待的“石头”。在他的认
知中，幼儿园只能服务孩子 3年，养
老可以服务老人很长的时间。“目前
都还在尝试中，希望能给大家探索出
一个方向。”于波说。

（据《北京晚报》魏婧）

从托起“朝阳”到守护“夕阳”

“老幼共托”探索“一老一小”难题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97亿，占人口比重21.1%。2023年学前教育在园幼儿较

上一年减少534.5万人，已连续3年减少。一升一降间，从服务好孩子，到服务好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姥姥

姥爷，成为一些面临招生困境的幼儿园不约而同的转型选择。

幼教老师转行做养老、老幼两代人共享服务……近日被热议

的“幼转老”话题，其实在30年前的北京也曾有过先例。看似无奈

的自救，未尝不是一种因势而变的创新探索，也是对时代变化的积

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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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试点里，老人们在上课。

于波的第一家养老试点，老人们在做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