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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竞男甚是自豪。

罗竞男说，发展银发经济，是临渭区蹚出的将“产

业和事业”有机结合的新路子，也是区上统筹应对人口

老龄化问题、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

大战略部署。

2020年1月，临渭区在区委十六届八次全会上确定银

发产业为全区的主导产业。2021年，临渭区政府与渭南

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临渭区银发经济研究院共建项目协

议》。2023年3月份，在“银色浪漫 美好临渭”临渭发布

活动上，临渭区银发经济研究院举行了揭牌仪式。

罗竞男告诉记者，临渭区抢占银发经济先机，创建

美好生活示范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考虑的。

一是与区情实际相结合。渭南市临渭区60岁以上人

口已达22.48%，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已然进入了老龄

化社会，区委、区政府于2020年初将发展“银发经济”

作 为 积 极 应 对 人 口 老 龄 化 、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举

措，这也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临渭区积极推进全

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奋力创建全国首

个老年友好型城市，承办了全国第六届中医药文化大会

等各类赛会，“十四五”时期临渭区银发产业为主导的

大健康产业可以说是“先声夺人”。

二是与区位优势相匹配。临渭区素有“三秦要道、

八省通衢”之称，在推进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等 国 家 战 略 的 利 好 叠 加 中 优 势 尤 为 凸

显，其高质量农业良好地承载了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城

乡融合示范重任，再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都

为银发经济在临渭“落地生根”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与产业发展相适应。临渭区大力推动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呈现出传统一产品类全、规模大、品牌强，

新 型 二 产 重 科 技 、 强 标 准 、 延 链 条 ， 养 老 三 产 家 社 联

合、医养融合的特点，正是银发产业激活了临渭构建经

济发展新格局，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池春水”。

而 于 2 0 2 3 年 3 月 6 日 挂 牌 运 行 的 临 渭 区 银 发 经 济 研

究院是临渭区委、区政府成立的银发经济发展的综合性

研发机构，隶属渭南市美好生活示范区管委会。研究院

围绕推动临渭构建以银发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需

求 ， 坚 持 融 合 人 才 资 源 、 促 进 政 校 企 合 作 ， 扎 实 推 动

“产、学、研、用”综合性合作平台建设，推进科研成

果转化、产业升级更新等任务，为临渭高质量发展提供

可行支持。

据罗竞男介绍，目前银发经济研究院确定了打造致

力于银发经济发展的综合性研发机构和技术成果转化平

台的目标，围绕“建设美好生活示范区和构建老年友好

型城市”发展定位，起草制定《临渭区银发经济研究院

2023-2024年工作计划》《2023年临渭区银发经济研究院

工作任务清单》，确定43项银发产业目标任务并对相关

需求进行了分解。研究院结合工作计划与任务清单，深

化与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地合作，聘任38名中医药、食

品医疗等专业教授为研究员，5名临渭区银发产业企业家

为特聘研究员，针对研发目标，实地调研对接，探索搭

建以银发经济研究院为纽带，高校和企业为主体的产学

研用平台。

罗 竞 男 之 前 主 要 从 事 共 青 团 的 工 作 ， 当 过 驻 村 第

一书记，现在担任银发经济研究院院长，转型与跨行幅

度似乎都有些大。不过，罗竞男对新的工作显得胸有成

竹，信心很足。她认为，作为一名共青团干部，4年的驻

村工作对于自己而言是非常宝贵的经历。“我们帮助群

众实现了增收脱贫，也敏锐地捕捉到城乡群众对共享美

好生活愈发丰富具体、个性突出的需求，深刻了解到临

渭区构建以银发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资源禀

赋，这些为我在新的岗位上做好工作提供了极重要的参

考。”罗竞男这样说。

谈到未来工作的设想，罗竞男谈了三点看法。

一是要因地因时制宜回应银发人群需求。不论是城

市还是农村的老人，他们都渴望更好的生活质量、更丰

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银发经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关乎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问

题。要积极推动城乡融合、产业融合，因地制宜打造具

有地域特色的银发产品，加强银发产业与旅游、文化、

医疗等领域的融合发展，提高银发服务质量和水平，不

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 是 要 激 发 青 年 创 新 创 造 活 力 。 青 年 人 富 有 活 力

和创新精神，是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要

摒弃盲目“设限”的思维，畅通全年龄段的共建共享渠

道，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创新优势，加强银发产业人才

培养和技术创新，重点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设备

在不同养老场景集成应用，着力发展健康管理类、养老

监护类、心理慰藉类智能产品和服务，增强银发产业市

场竞争力，为银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是要加强政策倡导和社会宣传。银发经济作为人

口发展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其需求与供给都在起步阶

段，我们必须要紧抓历史机遇，制定更加完善的银发经

济政策体系，完善人才激励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

资本投入银发产业。同时，加强社会宣传，提高公众对

银发经济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为银发产业发展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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