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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盲盒到精准验

职业验瓜师火了，你吃瓜了吗

智能棋盘、手腕球、回弹健身球……

老年人的玩具开始畅销了？
智能棋盘、手腕球、回弹

健身球……随着我国老龄化
进程加快，一个曾被忽视的消
费领域——适老玩具，正悄然
成为银发经济的增长点。“银
发族”被看见的需求何以成为
创新的“催化剂”？适老玩具
的背后，又勾勒着怎样的银发
经济未来图景？

适老玩具撬动银发经
济新支点

在中国广州市第二老人院的活
动室，老人们与伙伴挥汗对战木质
桌面冰球，比思维、拼技巧的老年益
智玩具趣味赛不时开展。这些让老
人着迷的玩具，正掀起一场银发经
济的新浪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
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
3.1亿人。在这一背景下，适老玩具
逐渐从边缘品类跃升为新消费赛
道。记者了解到，过去一年来，淘宝
平台上“适老玩具”搜索量同比增长
124%，成交量同比增长超70%。从
消费群体来看，55岁以上的消费者
占比逐渐增高。

在义乌经营儿童玩具生意十年

的商户关卫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
风向转变。一年多来，在他所经营
的天猫心育玩具旗舰店中，老年消
费者更钟爱的健体玩具与益智玩具
频频“爆单”，店铺用户画像中50岁
以上的消费者占比升至三成。

“最畅销的产品是手腕球和旋
转滚珠魔方豆。”关卫江说，这两款
玩具分别属于健体型与益智型，运
动强度都不大，但是趣味性足，适合
大龄消费者日常锻炼、消遣时间。

适老玩具或将是一个极具潜力
的赛道——有了这样的判断后，关
卫江决定尝试新商机。

“其实，老年玩具与儿童玩具在
锻炼反应力、抓握力、协调性方面存
在共通性，有些儿童玩具甚至只需
在细节上做一些微调，就能实现适
老化转型。”关卫江回忆道，投产试
水适老玩具仅3个月，店内的10余

种适老玩具成交表现就大超预期。
此后，他投入更多的精力对产品进
行研发与打磨。

“2024 年春节期间，我们的产
品每天出货一万多单。”关卫江说，
近段时间，拳击训练器、站立式乒乓
球训练器等上架产品也广泛受到欢
迎。

产业链创新照亮“夕阳红”
适老玩具市场的勃兴，不仅催

生了新的消费增长点，更推动着传
统产业链的深度变革。在这场产业
跃迁中，浙江丽水云和县的转型尤
为瞩目——这座“中国木质玩具之
乡”依托数十年产业积淀，将木玩与
老年康养深度融合，延伸出一条智
趣产业链。

在云和县老年益智木玩研学基
地，20 名来自当地的学员正体验

“技巧球”游戏，体验如何让小球在
抡起后能够准确落到球杆的不同部
位。“看似简单，但是需要很大耐性，
还要锻炼手腕的巧劲！”65岁的张
阿姨感叹道。

传统木玩产业转型的关键，在
于从“玩趣”向“功能”的升级。截至
目前，当地已开发生产 200多款有
助于提高老年人手脚协调能力、减
缓记忆衰退的木玩产品。

浙江米米智康科技有限公司总
裁殷茜告诉记者，公司通过与西安
交通大学医学部脑健康科研团队、
绍兴市阿尔茨海默病防治研究课题
组交流合作，开发了兼具娱乐和健
脑功能的老年益智木玩产品100余
款，获得 30 多项专利，已服务 500
多家养老机构。

不仅如此，云和县加速布局海
外市场，将老年木质玩具推广至海
外养老机构、老年学校、社区公共空
间等老年活动场所。

“2024 年，我们的产品成功出
口到德国、日本等市场，受到海外老
年朋友的喜爱。”殷茜介绍，其定制
化策略打通了海外市场——例如，
德国老年人喜欢国际象棋，企业便
设计研发富有质感的实木棋具；剑
玉游戏在日本老年群体中受到欢
迎，便专门开设专属生产线。今年
第一季度，该企业生产的老年木玩
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50%。

以健康需求为锚点，以在地产
业为依托，以全球视野谋布局——
适老玩具不仅关乎民生，更可以是
创新引擎。云和县经济商务科技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还将探索木

玩文创产业的有机融合新路径，加
大对老年用品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的支持力度。

银发经济勿忘“老有所乐”
在浙江省中山医院老年医学科

主治中医师李思敏看来，适老化玩
具的流行，本质上是社会对老年精
神需求的回应——他们追求的不仅
是生存保障，还是生命质量的延
续。“老年人退休后社交空间明显缩
小，容易感到寂寞，而合适的玩具可
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乐趣。如
桌游、卡牌等游戏需要多人配合，老
年人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可以增强社
交互动频率，这有助于降低压力激
素水平。”

此外，在选购玩具时，老年群体
可匹配自身兴趣，根据过往爱好加
以选择。“比如，喜欢音乐的老年朋
友就可以选择节奏类玩具。”李思敏
说。

企查查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
国银发经济相关企业注册量逐年增
加。2024年我国累计注册约8.3万
家银发经济相关企业，创近十年注
册量新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
年教育分会总干事张劲松表示，细
分市场领域的创新机遇正不断打开
银发经济新窗口。张劲松表示：“随
着60至70岁的‘新老年’群体正以
活跃的消费姿态打破‘衰老即衰退’
的陈旧认知，银发经济也有望从保
障型消费向品质型、享受型消费跃
迁，释放巨大潜力。”

据半月谈

“精准拍出七成半到八
成熟的瓜”

早上7点，在货车的喇叭声中，
一箱箱西瓜正在瓜棚中过秤准备出
货，这些西瓜都是刚刚从瓜园里摘
下的。半人高的西瓜堆前，一个脸
颊红扑扑、额头上还挂着汗珠的高
个子姑娘张灵慧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1998 年出生的张灵慧来自河
北邯郸，前几年她来到北京庞各庄，
工作就是筛选出合格的西瓜。普通
消费者难以分辨好坏，她看一眼或
听一下，就能知道是不是好瓜。

“每个瓜的声音都不一样。”张
灵慧聊起西瓜来如数家珍，“生瓜皮
硬没弹性，弹得手指头疼；熟过头的
瓜声音闷，这种瓜切开后，往往瓜肉
出了裂缝，放两天就会变质，不符合
销售要求。我们要精准拍出七成半
到八成熟的瓜，多半成都不行，因为

熟过头的瓜消费者买回家很容易就
烂掉了。”这几天，合作社到了出瓜
的高峰期。“订货量大的时候，我们
每天需要拍上万个瓜。”张灵慧说。

像张灵慧这样的职业验瓜师并
不少。来自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的
孙红凯说，验瓜并不是简单地“拍一
拍”，需要丰富的经验和系统的技
术。“我们得提前掌握不同品种、不
同产地西瓜的特点，然后通过‘一看
二拍三感受’的方法来判断西瓜的
品质。”他解释道，“一看”是观察瓜
蒂、纹路和底部颜色——瓜蒂卷曲、
纹路扩散、底部发黄的西瓜通常成
熟度更高；“二拍”是听声音，熟瓜会
发出清脆的“嘭嘭”声，而生瓜则像
拍石头一样沉闷；“三感受”是通过
拍击时的手感判断，熟瓜会传递轻
微的酥麻感，类似拍皮蛋的触感。

“不同品种的西瓜，声音和手感
都不一样。”孙红凯说，“比如8424
西瓜糖度高，声音更脆，而黑美人西

瓜则声音稍闷，需要长期积累经验
才能精准判断。”他坦言，自己最初
也是靠老师傅带，经过两三年的实
践才真正掌握技巧。

“拍拍西瓜？我也行，让我来！”
有网友调侃。但实际上，验瓜师的
工作强度很大，在西瓜交易旺季，他
们每天要检验6万至10万斤西瓜，
相当于拍击上万次。一名好的验瓜
师不仅要掌握丰富的西瓜种植知
识，了解西瓜的生长周期、品种特点
等，还要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经验，
才能精准判断出西瓜的品质。验瓜
师通常按件计费，每个西瓜收费 2
分到 4分不等，高峰期经验丰富的
验瓜师日收入可达1600元以上。

连接生产端与消费端
的“品质桥梁”

“以前买西瓜就像开盲盒，切开
之前不知道是‘报恩瓜’还是‘报仇

瓜’。”北京消费者张晓燕在盒马鲜
生十里堡店挑选西瓜时，习惯性地
拍了拍瓜，笑着对记者说，“我们自
己买瓜时也会拍一拍，虽然听不出
什么门道，但明显感觉这几年买到
的西瓜品质有了很大提升。现在有
了专业验瓜师把关，更能买到‘梦中
情瓜’了。”

谁在聘用专业验瓜师？记者了
解到，除了专业批发市场外，各大生
鲜平台也纷纷引入验瓜师。

某生鲜平台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消费者对西瓜的需求量在加大，
购买要求也日益个性化，比如有的
要买约4千克/颗的瓜，有的则要买
1千克/颗的瓜，有的追求糖度在10
以上，有的则认为 8—10之间刚刚
好。经过验瓜师专业分级的西瓜，
虽然在验瓜环节增加了成本，但通
过精准分级减少了损耗，整体销售
更好，价格也不会因此上涨。“过去
因品质不稳定导致的退货率高达
15%，现在降至5%以下，供应链效
率的提升也有助于让利给消费者。”
该负责人说。

从消费者反馈来看，记者走访
北京多家商超和菜市场，多数消费
者认为验瓜师的存在极大降低了买
到生瓜、烂瓜的风险，也有不少消费
者感觉“现在随手买瓜都是个甜
瓜”。“以前买西瓜全凭运气，现在有
的电商平台会标注‘验瓜师精选’，
甚至能看到糖度检测报告，这让我
更愿意下单。可能贵一点，但至少
不会浪费钱买生瓜。”正在北京市三
源里菜市场挑瓜的 95后女孩王朗
坤对记者说。

怎样成为“验瓜师”？据了解，

目前国内尚未设立国家统一的“验
瓜师”职业资格认证考试，但多数从
业者通过行业培训、企业内训、实践
经验积累等途径掌握相关技能，继
而获得认可。“验瓜师这一职业的出
现，不仅为西瓜产业提供了专业的
品质把控，也为就业市场提供了新
的机遇，成为连接生产端与消费端
的‘品质桥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
长董超说。

精准消费，“精细分级”
验瓜师的兴起，反映了消费升

级背景下，市场对农产品标准化、精
细化的需求，也折射出中国农业从

“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的深层转
型。“过去消费者更关注价格，而现
在，成熟度、甜度、口感等指标成为
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董超分析，
传统农业依赖批发市场层层分销，
品质把控相对松散，水平不一。而
验瓜师直接介入供应链前端，以专
业分级为产品做把控，有效解决了
传统农产品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消费者对食品品质的要求显著提
高。”董超说，“这种模式可复制到其
他生鲜领域，如荔枝、芒果等，推动
农产品整体品质提升。”

在西瓜上市季节，夏邑县专门
组建了验瓜师队伍，在各个西瓜交
易点配备一到两名验瓜师，为前来
购买西瓜的客商验瓜。

当前，夏邑县现有西瓜种植户
8000多户，西瓜经纪人200多人，职
业验瓜师150多人。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将棋子调大规格后，适老化国际象棋更适合老人娱乐使用

正值夏日，旺盛的“吃瓜”
需求带火了一项新职业——
只需拍一拍，3秒就能挑出你
想要的“梦中情瓜”，“验瓜
师”这个职业最近冲上热搜，
引发网友热议。这一职业怎
么干？消费者怎么看？记者
跟随验瓜师去体验。

职业验瓜师正在选瓜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