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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70岁老人出游不能单独跟团
春暖花开，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然

而一些70岁以上银发族希望参团旅游时，却
因年龄问题遭遇尴尬。

市民程鑫告诉记者，她的父母今年均79
岁，二老身体不错、也喜欢旅游，但自己假期
有限，不可能每次都陪同出行。在多次遭遇
旅行社对高龄老人出游设限后，她几乎放弃
了让父母参团的想法。

程鑫父母的遭遇并非个例。出于健康、
安全、责任划分等因素的考虑，不少线上和线
下的旅行社对70岁或75岁以上的人群参团
非常谨慎，设置多种门槛，导致老年人跟团游
受阻。

老年人跟团游为何这么难？旅游机构究
竟有哪些顾虑？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高龄老人参团限制不少高龄老人参团限制不少

程鑫表示，父母从退休到 70 岁前，几乎
每年都会出游，除了旅行社参团外，也参加一
些理财机构赠送的免费旅游。情况在近些年
变得不一样，当父母年事渐高，她希望找到一
些节奏相对舒缓、解决吃住行和讲解需求的
旅游团，却发现市面上适合的旅游产品并不
多。还有一些旅行社要求，75岁以上老人出
游必须有直系亲属陪同。

记者进一步查证后发现，的确有不少旅
游产品将游客参团年龄门槛设定在了 70
岁。一家大型在线旅游平台的“日本东京+
富士山6日5晚”跟团游线路中，预订限制条
款上明确写着：此线路行程强度较大，请确保
身体健康适宜出游，如出行人中有 70 周岁
（含）以上老人，须至少有1位18周岁—69周
岁亲友陪同方可参团；另一条“日本有马温泉
9人小团”线路，则并未对高龄游客参团作出
额外限制，仅要求未成年人参观需由成年旅
客陪同、不接受孕妇预订等。

对游客参团年龄设限，是否因线路的强
度而定？事实却是，不同旅游机构对游客的
年龄限制各不相同，几乎没有规律可循。

如上海一家大型旅行社的产品中，多条
华东线路产品均要求 70 岁以上老人参团需
提供直系亲属担保书、由直系亲属陪同出
行，80 岁以上老人不建议参加该线路；另一
条涉及广西南宁、德天瀑布、涠洲岛、银滩等
多地的 6 天 5 晚线路看似强度更高，却并未
对游客年龄设限。记者以“79岁老夫妻是否
可参团”为由咨询客服人员时，对方询问了
几人出行、是否有亲属陪同后，表示如果老
人身体健康，签订健康担保书、购买保险就
可二人参团出行。

在一些相对高端的远程出境线路上，参
团年龄的设定有所放宽，但同样有附加条
件。如一家旅行社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
亚12日”线路规定，70岁至79岁老年人报名
需至少两人同行、提供《健康状况声明书》和

《旅游直系亲属担保书》并明确告知“因服务
能力所限，本产品无法接待 80 周岁（含）以
上客人出行。”另一条“英国 10 日 8 晚”跟团
游线上，则对老年游客按照 70—75 岁、76—
79 岁作了不同限定，且同样不接受 80 岁以
上游客预订。

7070岁年龄岁年龄““门槛门槛””缘何而来缘何而来？？

跟团游究竟有没有设置年龄上限？2016
年，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旅行社老年旅
游服务规范》（下文简称《规范》）中提出，老年
旅游者是指“年龄在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
的消费者”，其中有“75岁以上的老年旅游者
应请成年直系家属签字，且宜由成年家属陪
同”的条款。这一条款，被行业人士视作跟团
游年龄限定的来源之一。

在上航旅游集团质量管理处负责人王雨
佳看来，《规范》属于行业推荐性标准，不具有
强制执行力。但在实际操作中，70岁成为老
年人普遍受限的参团门槛，比《规范》中提出
的 75 岁以上游客参团宜由成年家属陪同条
款更为苛刻。

从目前情况看，市面上真正能按《规范》
要求操作的旅游产品寥寥无几，甚至一些旅
游产品为了规避相关条款，直接去掉了“老年
旅游”标签，70岁以上游客更难找到与需求相
匹配的团队游产品。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人士表示，部
分旅游团以低价揽客，但需通过在行程中增
加购物或自费项目赚取利润，而相对高龄的
老年人在购物和自费项目上的消费需求相对
有限，于是被旅游机构以种种理由拒之门

外。此外，高龄老人出游，往往存在健康风险
大、保险覆盖面不足等问题，这也导致旅游企
业服务高龄老人的积极性有限。

旅游意外险资深代理人樊清河坦言，绝
大多数旅游意外险产品针对 70 岁以上人群
投保采取“保费不变、保额减半”的标准，80岁
至 90 岁人群的保额则进一步减少至四分之
一。樊清河同时提到，高龄老人多少会有一
些既往病史和慢性病，投保旅游意外险时与
既往病史相关的突发情况通常也会有免责条
款或保额限制。比如，一份意外险中的医疗
保障足额赔付是 5 万元，与既往病史相关的
医疗赔付上限可能只有 2 万元。基于此，部
分旅行社认为接收 70 岁以上游客的风险更
大，由此引发限制参团年龄的做法。

游客实际健康状况才是评判标准游客实际健康状况才是评判标准

70岁参团屡屡受限、不规范旅游团时有

所见的背后，却是日益发展壮大的银发旅游
市场。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表示，“我们今
年的春季旅游市场中，60岁以上出游人群占
比近40%，比去年同期增长近10%。其中，出
境游线路上银发族预订人次同比增长近
50%，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德国、匈
牙利等目的地成为热门之选。”

在银发族出游的“蓝海”下，年龄一刀切、
服务不规范和保险力度不够等问题，有没有
更好的解决之道？

去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
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中提到，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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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旅游机构也已作出跨
前一步的探索。

对高龄游客参团，王雨佳提出了三条实

用建议：一是参团老人的亲属必须知晓老人
出游的情况，如果老人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在
国外，紧急联络人的电话必须填写，这个紧急
联络人可以是邻居或者朋友；二是旅游机构
对老人作提前提醒，告知行程安排可能造成
的体力消耗，老人自行评估后，认为身体可适
应行程、需求者签字确认；三是如果旅游行程
或项目对游客年龄有限制，但老人仍执意要
参加，需签订免责条款，一旦因自身原因出现
意外情况不追究旅行社责任。

为了进一步对接好银发族需求，也有旅
游机构结合客群特点，从门店服务、产品设
计、资源优化，到行程安排、售后回访等环节
进一步规范服务标准。

如春秋旅游上海的所有线下门店，都为
有需要的游客提供老花镜、放大镜，方便他们
阅读各类文字资料；西藏中路门店配备专业
的血压测量器和免费行李寄存服务。

银发族相对集中的旅游产品也在细节上
作出相应调整，如冬季出游时要求导游提醒
游客早餐尽量食用温热食物与饮品，牛奶、果
汁尽量加热；住宿时优先选择带电梯的酒店，
在没有电梯的酒店安排行李搬运服务；在适
合的线路中融入温泉疗养、养生课程和健身
活动，在文博场所参观时提供专业深度讲解
或中文讲解器等。

周卫红提出，从旅游市场而言，应继续探
讨和制定以推进高龄老年人出游为目标的旅
游服务标准。如根据游客的实际健康状况而
非单纯依据年龄来进行分类，并明确规定旅
行社、直系亲属、社会养老机构和社区等各方
应尽的义务和权利；加强对旅游从业者及市
场主体的培训，鼓励旅游公司开发更适合高
龄老年人的旅游产品，完善对旅游服务质量
的监管措施，推动保险公司设计对高龄老人
更友好的旅游保险产品等。

本报综合消息

为什么现在的水果都那么好看为什么现在的水果都那么好看？？
逛超市的水果区，你会发现草莓、苹果、

橙子、车厘子、砂糖桔、沃柑等，个个饱满诱
人，色彩鲜艳，让人看了就觉得好吃。

然而，网上不少自媒体宣称：这些水果
之所以如此漂亮，是用了见不得人的所谓

“狠活”。这仿佛在说“只有那些长相不佳的
水果，才是纯天然的，吃起来才健康”。但，
真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水果“越来越美”主要源于近年来种植

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的发展不仅让水果口
感更佳，也让它们的外观越来越漂亮，而这
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又好吃又好看”的需
求。

那么，种植技术是如何让水果“又好吃
又好看”的呢？

蜜蜂授粉蜜蜂授粉 能让果实健康且饱满能让果实健康且饱满

你可能不知道，蜜蜂授粉这个过程不仅
显著提高了植物繁殖的成功率，还使其能够
孕育出更多健康且饱满的种子与果实。以
苹果、桃树、杏树等果树为例，若缺乏蜜蜂授
粉，其果实产量将锐减。

蜜蜂授粉后，植物的受精过程变得更加
高效，进而推动果实与种子的发育。在种子
发育过程中，产生的赤霉素会促使果实膨
大。这一过程不仅优化了植物的营养分配，
还提升了其繁殖能力，从而显著改善了农产
品的品质。

例如，经过蜜蜂授粉的水果，在大小、形
状、口感和营养成分等方面均优于未授粉或
人工授粉的水果。以草莓为例，蜜蜂授粉可
使草莓更加饱满，畸形果率降低，产量提升
30%~50%；樱桃和蓝莓等水果在蜜蜂授粉
后，糖分含量更高，口感更佳。因此蜜蜂不
仅提高了产量，对果实外观品质也起到了关
键作用，还能提高果实风味。

修剪果树修剪果树++小果疏除小果疏除 有效避免果有效避免果
实营养不足实营养不足

每年秋冬之际，气温走低，果树的营养
从叶片和枝条缓缓回流到主干与根部。此
时，果农们便开始了精心的修剪工作，为果
树的下一个生长季做准备——果农们根据
预期的产量目标，剪去多余的枝条、病虫枝、

弱枝和交叉枝，去除那些不必要的“累赘”，
让营养更集中地流向那些肩负开花结果重
任的枝条，从而避免果实因营养不足而变得
瘦小、品质欠佳。

以葡萄为例，细弱的枝条往往无法支撑
果穗的生长，因此不能留穗。而对于健壮枝
条的每个果穗，果农们会精心去掉副梢，保
留15~16个小分穗，让果穗变成单层紧密排
列的圆柱形果串或水滴型果串。这样的果
串外观优美，成为市场上备受青睐的佳品。

适量施肥适量施肥 有助于果实变大有助于果实变大、、颜色更好颜色更好

老话说得好，“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
少在于肥”。肥料对果实产量很关键，也直
接影响水果的外观、口味和口感。适量施肥
能让果实细胞更好地分裂和膨大，果实自然
就变大了。

施肥对果实颜色也有影响。氮肥能让
果实的绿色更鲜亮，钾肥则能让果实颜色更
鲜艳。像葡萄，施钾肥后，花色苷含量提高，
颜色会更深红。

果实的风味和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有
关。适量施肥能提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用有机肥能增加土壤有机质，让果树更好地
吸收养分，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也就高
了。钾肥和钙肥能让果实细胞壁更厚、更有
韧性，果实吃起来更脆嫩。但要是氮肥用多
了，果实细胞壁会变软，口感差，也不耐储存
和运输。

因此，果实要大，还要好看、好吃，肥料
的使用配比和时期是关键中的关键。

通过通过““拧枝转果拧枝转果””等等 促进果实表面促进果实表面
都能晒到太阳都能晒到太阳

在购买苹果、橘子、西瓜、葡萄等水果
时，偶尔会买到果实表面一面颜色鲜艳一面
发白或发绿的，这多半是阳光的锅。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刺激葡萄合成积累
花青素，使得葡萄颜色变紫变红；紫外线还
可以促进苹果果皮中的叶绿素分解为花青
素和类胡萝卜素，从而展现出红彤彤的颜
色。而果实晒不到太阳的部分，就可能发白
发绿。

为了让果实每个部位都能晒到太阳，果
农一般会通过拧枝转果、摘叶、铺反光膜等

方法来促进果实表面着色均匀。如西瓜果
实膨大和成熟期间，会多次给西瓜“翻身”，
使表皮均匀着色不出现黄斑。在苹果种植
过程中，反光膜用得很多，反光膜一般在果
实要转色的时候铺在树底下，配合拧枝、摘
叶等操作，提高整个果子照光的面积，这样
果实整体颜色就会非常一致。

给果实套袋给果实套袋 让果皮更薄让果皮更薄、、着色更均匀着色更均匀

果实套袋可以让病虫害和鸟类无法接
触到果子，同时还会隔绝灰尘污渍，避免阳
光灼伤和各种擦伤碰伤。套袋后少了病虫
害的危害，农药的使用次数和用量会大大
降低，既节省了农药的成本也降低对环境
的污染。

此外，套袋还有一些优点，比如苹果套袋
后，果皮变薄细腻，取袋后上色快、着色均匀。

沃柑在种植过程中，尤其是夏季高温强
光时，果实容易受到日灼病的侵害。日灼病
会导致果实表面晒伤、形成疤痕、花皮厚皮，
影响果实品质。果农会在沃柑果实表面上
喷洒石灰水，石灰水会在果实表面形成一层
白色保护层，反射阳光，起到防晒作用，像极
了人们夏季涂抹防晒霜的样子。

给果实给果实““洗澡洗澡””穿上穿上““新衣新衣””

一部分从果园采摘的水果，会经过精心
的清洗。清洗不仅能够洗去果实表面的尘
土、污渍、病菌和虫害，还能降低果实温度，
避免因呼吸作用过强而导致的腐烂，从而延
长水果的储藏时间。

清洗之后，有些水果还会被精心打蜡。
打蜡后的水果，外观变得鲜亮光滑，光泽度
大幅提升。这层蜡在水果表面形成了一层
保护膜，如同在干燥的冬季为水果涂上了护
手霜，让水果能够更好地保持水分，同时大
大增强了抗菌能力，极大地延长了水果的保
鲜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正规的果蜡是食用级别
的，是从动植物中提取的天然蜡，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对人体无害。然而，极端情况下
也有个别不良商家可能会用工业蜡来代替
果蜡，或用过量的农药喷涂水果来保鲜，因
此在购买水果时，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以
确保食品安全和健康。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