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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

■记者 陈涛 文/摄

本报讯 4月18日始，本市推出就
医保障出租车服务，赢得了患者的欢
迎。为了保障出院患者“有车可乘”，
杨浦公安主动与医院对接，成立为民
服务车队，出动警车帮助出院患者顺
利回家。

4 月 19 日中午时分，新华医院迎
来了首位出院患者董老伯，在院方和
警方的帮助下，董老伯顺利坐上了杨
浦公安为民服务车队的警车，民警做

“司机”，将董老伯及其家属顺利送到
位于虹口区大连路的家中，让董老伯
及其家人感动不已。

“原来打算叫出租车的，现在有公
安这么关心我们，真心感谢杨浦公安，
感谢新华医院。”家属吴女士表示。

据新华医院介绍 ，前段时间有零
星出院患者时，医院安排有通行证的
医生，用自己的私家车送患者回家，但
随着出院患者越来越多，用车也变得
越来越紧张，如今杨浦公安为民服务
车队及时增补了进来，解了燃眉之急。

此外，记者了解到，江浦路派出所
在新华医院的专管民警，每天都会跟
医院医务部对接出院人数和患者住址
等信息，再根据人员数量和住址信息
出车。通常是浦东浦西各安排一辆，
如果有崇明的患者，再额外安排一
辆。“为民服务车队”的一位“司机”苏
耀勇告诉记者，他从警 30 多年，对杨
浦乃至上海的路况都很熟悉。

据悉，杨浦公安为民服务车队上
线首日，共运送新华医院出院患者家
庭13组。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为支援上海疫情防控，4
月 15 日，来自贵州省遵义市道真县
的爱心物资顺利抵达杨浦防疫物资
接收点，为保障杨浦市民的“菜篮子”
贡献一份力量。

当天上午9点，七辆满载新鲜蔬
菜的冷链运输货车，准时抵达杨浦区
广德路物资接收点。

道真兴农集团副总经理樊川介
绍，七辆冷链运输货车运送的全是新

鲜蔬菜，包括香菇、杏鲍菇、土豆和莴
笋。道真距离上海 2000 多公里，连
续开了 48 小时，才抵达。“为保证蔬
菜新鲜，专门安排了冷链运输车负责
运送这批蔬菜。”樊川表示。

记者注意到，在这七辆冷链运输
车中，有一辆车上印着上海援建字
样。这辆车正是杨浦对口帮扶道真脱
贫时，专门为他们配备的冷链运输车，
用以将道真的农副产品新鲜运至上
海、重庆等地销售。如今，道真又用这
辆车运输生活物资来支援杨浦，不仅

仅是物资支援，更是精神上的支持。
道真曾是杨浦对口帮扶的贫困

县之一，为帮助道真完成脱贫攻坚，杨
浦曾派出三批援黔干部，全心全力帮
助道真人民摆脱贫困。樊川说，道真
人民和杨浦人民亲如一家，在道真脱
贫攻坚期间，杨浦捐资捐物，建设基础
设施和学校。“相比杨浦人民的帮助，
道真运送的物资只是尽了微薄之力。”

据了解，这批蔬菜将分别送至杨
浦区大桥街道、江浦路街道、延吉新村
街道、五角场街道和东方水产市场。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4月15日下午4点多，一
辆满载3000份爱心生活物资的速运
大货车，停靠在杨浦区四平路街道鞍
山路 158 号抗疫物资接收点。这是
嘉兴市南湖区送来的抗疫物资。

现场，四平路街道工作人员一箱
一箱往下卸货。所有物资卸载完后，
街道根据实际情况，对这批爱心物资
进行分发。

记者了解到，在同心守“沪”的这
场战“疫”中，作为和上海一衣带水的

近邻、又与杨浦是结对帮扶关系的嘉
兴市南湖区，第一时间联系到杨浦，
在充分了解杨浦的实际需求后，南湖
启动了此次爱心物资保供行动。

嘉兴市发改委拟定物资清单后，号
召辖区大润发南湖店进行备货，爱心物
资包括蔬菜和水果，有娃娃菜、茄子、西
葫芦、黄瓜、苹果等。为了尽快装配好
这3000份爱心物资，大润发南湖店紧
急召集了100余名员工，连夜开展分拣、
打包，确保爱心物资能及时运达上海。

考虑到储存时长，南湖区还在爱
心物资中专门准备了火腿肠和粽子，

每一份粽子都贴心配备了肉、蛋黄、
豆沙、八宝四类口味，让上海市民能
尝到这一口暖心的“嘉兴味”。

为实现无接触配送，按照浙江省
的统一要求，嘉兴市南湖区的这批爱
心生活物资，先由当地大货车运送至
浙江省援沪防疫生活物资平湖中转
站，然后再由上海接收方通过顺丰速
运，将物资转运至杨浦。

据了解，近年来，杨浦与南湖往
来密切、互动频频，结下深厚友谊，未
来双方还将在政务服务、平台跃迁、
产业集聚等方面不断深化交流合作。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为支援上海疫情防控，4
月 14 日下午，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
州香格里拉市，跨越2000多公里，给
杨浦区送来了两卡车共计4100份的
香格里拉生活物资大礼包。

礼包采用冷链运输来保鲜，其中
装着富有高原特色的美食，包括有

“香格里拉飞出的黑凤凰”之称的香
格里拉藏鸡、炖汤佳品滇菌荟萃，以
及西红柿、茄子、土豆等。

下午，两辆从云南香格里拉开来
的冷链运输大卡车，分别抵达控江路
街道和五角场街道物资接收点。在
五角场街道三门路358弄小区门口，
志愿者们有序卸货，把一箱箱生活物

资大礼包搬上转运车，然后再由转运
车运送至小区内。

记者了解到，此次有 2050 份礼
包送到五角场街道三门路 358 弄小
区，另外的 2050 份送到了控江路街
道。三门路358弄小区居委会表示，
小区共有住户1981户。这些大礼包
在一家一份配送完后，还有少许盈
余。这些盈余的大礼包将和其他采
购的生活物资一起，作为小区物资储
备，以备不时之需。居民区书记孙丽
娜表示，居委会还储备了鸡蛋和大
米、采购了蔬菜和猪肉，避免有居民
因物资短缺而“措手不及”。

控江路街道则将这2050份香格
里拉大礼包分配到 25 个小区，每个
小区80份，配送给小区特殊家庭。

杨浦公安服务车队送出院患者回家

杨浦当年为道真配备的冷链运输车

载满道真新鲜蔬菜抵达杨浦

南湖3000份爱心物资接力速递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4月18日，江苏启东为杨
浦送来分装好的 1600 份新鲜蔬菜
包，直送杨浦区定海路街道辖区内
的孤老家庭、困难老人家庭和残疾人
家庭。

为尽快将这些新鲜蔬菜送到杨
浦，清晨 5 点，驾驶员就从启东出
发。6 点 07 分，两辆运输车顺利抵
达波阳路 401 号仓库。车上分装好
的蔬菜包，包括黄瓜、莴笋、土豆、
上海青、青椒、卷心菜、西红柿和娃
娃菜。

1600 份新鲜蔬菜目前已陆续配
送到家。“辖区共有独居老人 700 多
户，加上重残和高龄纯老家庭，大概
1400多户，这1600份蔬菜包分完还有
剩余，余下的街道将分发给沿街商铺
的困难人群。”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金振
士说。

■记者 王歆瑜 文/摄

本报讯 4月18日是盒马鲜生武
汉小分队援沪保供的第7天。17位
成员里，大多数人都经历过 2020 年
的武汉疫情。

商品验收、补货上架、扫码核对、
快速分拣……动作不迟疑、脚步未停
歇。记者来到盒马鲜生（宝地店），看
到援沪小分队队长杜顺正在有条不
紊地工作着。该店目前闭环管理线
上接单，大家每天在仓库和门店内高
效运转，经常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

晚间收工后，杜顺还会和同事一
起对当日工作进行复盘，以便第二天
线上派单正常运行，让外围配送员更
快派送。“我们除了两人外，其他人都
是经历过武汉 2020 年疫情的，相对
来讲入职时间都比较久，对于盒马的
操作链路以及商品熟悉度很高。到
上海门店对陈列方式做了解后，很快
能上手。基本现在能够达到上海员
工的平均效率。”杜顺说。

从响应公司援沪号召，到抵达门
店投入工作，杜顺只用了 48 小时的
时间。2020 年武汉疫情时，他是亲

历者。如今上海受疫情影响所处困
境，杜顺感同身受。他说，当初上海
援鄂医疗队奔赴一线的身影还在眼
前徘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
位医疗队女士当时过生日，我们门店
的师傅制作了一个精美的生日蛋糕
送给医疗队。”

援沪至今，一周时间里，杜顺既
要高效运转完成工作，又要像个大家
长一样做好团队管理。“兄弟们，可以
来做抗原了，快点快点……”紧张忙
碌的工作过后，他拿起手机告知大
家。杜顺说，从武汉出发的17人，自
己要保证大家顺利前来，平安而归。

盒马鲜生宝地店店长袁亮告诉记
者，盒马鲜生宝地店目前服务周边三
公里以内的用户群体，主要保供的产
品除米面粮油、蔬菜肉禽外，还上架一
些母婴和消毒用品。得益于盒马一城
援助一店的号召，武汉驰援盒马宝地
店后，店内员工从60位增加到近80
位，出单量也明显上升。袁亮说，“目
前在我们店支援的17个人，几乎是把
我们后场的非生产团队全部给接下
来了，能够帮我们节省大量时间，让
我们去做这些检货打包的工作。”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近日，平凉路街道海杨
居委书记陈焰接到居民刘女士的求
助电话，其2岁多的女儿在家突发40
度高烧，自己因在方舱医院治疗，家
里只有女儿外婆一人照顾孩子。

刘女士担心老人处理不了女儿
突发高烧的紧急情况，且两人都还是
密接，希望居委会给予帮助。

居委立即联系了社区医院医
生，被告知先服退烧药居家治疗。
正在居委的街道处级领导王琼芳
和街道干部宋静波，即刻赶往药店

“代购”。
然而，女孩又出现了抽搐症状，

病情加重。街道干部立刻联系120，
申请车辆支援。陈焰穿上“大白”，及
时赶到小女孩家中。大家以最快的
速度送女孩去往新华医院。目前，女
孩正在接受治疗。

启东蔬菜包一小时直达
直送定海路街道辖区内的孤老等特殊群体

紧要关头，他们这样守护

香格里拉生活物资抵达杨浦
4100份礼包送到五角场街道和控江路街道部分小区

“热干面”支援“小笼包”
盒马鲜生武汉小分队全力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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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汇报 疫情之下，老弄堂少
了往日的热闹拥挤，但邻里真情与
烟火气息仍暖人心。在上海作家居
平看来，阳光总在风雨后，有阳光的
日子，开心晒太阳；阴雨的日子，可
以画太阳，想象阳光的温暖……心
中有念想，明天有希望。她相信：石
库门的天，是明朗的天，热气腾腾的
老弄堂会回来的！

这几天的手机微信、朋友圈似乎
被疫情实况占满，让人有点六神无
主、心烦意乱。但前不久收到老邻居

“报喜”照片，精神还是一振！70岁老
弄堂邻居王翠翠阿奶，她39岁儿媳妇
娟娟历经千辛万苦，顺利生下双胞胎

“大孙子”：大宝五斤八两，小宝五斤
四两！

宝 宝 小 拳 头 紧 握 着 ，好 像 在
说：“上海加油！”从小在老弄堂长
大的阿奶喜极而泣：“非常时期的
伟 大 母 亲 ！ 阿 拉 上 海 人 ，生 生 不

息呀！”
我 们 有 幸 做 了 十 年 邻 居 ，她

格 外 喜 欢 照 顾 我 们 的 孩 子 ，以
前 我 们 两 家 门 都 不 关 的 ，还 教
孩 子 一 口 纯 正 上 海 话 ，她 家 有 啥
事 情 需 要 帮 忙 ，我 们 也 随 时 相
帮 。 上 海 人 的 老 弄 堂 ，老 弄 堂 的
老 邻 居 ，感 觉 像 是 亲 戚 一 样 ，鱼
水 情 深 。

刚听到封控消息，普通人当然会
焦虑，但之后反而坦然面对了，我叮
嘱孩子戴口罩，在弄堂不要乱跑。儿
子也经常讲，“战胜恐惧的最好办法
就是面对恐惧”。

为 了 排 遣 焦 虑 ，我 带 着 孩 子
学 国 画 。 儿 子 说 想 吃 丝 瓜 炒 毛
豆 ，我 说 买 不 到 呀 ，干 脆 一 起 画
吧。于是母子“画菜充饥”——画
了 两 根 青 翠 欲 滴 的 长 丝 瓜 ，儿 子
开 心 地 再 加 了 一 只 小 麻 雀 ，无 限
神 往 地 说 ：“ 等 疫 情 过 后 ，我 要 到

外婆家吃个够！”
这几天，囤菜买菜也成了弄堂

的 头 等 大 事 ，邻 居 见 面 第 一 句 就
是：“侬抢到菜了伐？”83 岁的王爷
叔身体不太好，平时走路也要用拐
杖，只好在旁边唉声叹气。好心的
超市服务员小潘老婆，曾是住在弄
堂 的 安 徽 阿 姨 ，以 前 还 做 过 保 洁
工 ，一 边 忙 ，一 边 说 ：“ 爷 叔 不 要
急，我自己刚买的一份先给你，你
等特一息哦！”旁边王阿奶感动得
眼眶都湿了，絮叨说：“有菜吃，就
会赢！”

灾难面前，生命脆弱，似沧海一
粟 ，但 人 的 生 命 力 又 是 异 常 顽 强
的。上海弄堂里的人呵，还是会“兴
兴头”地活着，石库门的天，是明朗
的天。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老弄堂的
烟火气，总还是会生趣盎然，生生
不息…… ■居平 许旸

据解放日报“家家有老人，人人
都会老。”步入老年人行列的人越来越
多，一个庞大的“银发经济”市场悄然
降临。

然而，一边是流量见顶的互联网
巨头无处扩大用户，另一边是几亿老
龄人口与互联网严重脱节。“银发经
济”该如何破局？在《更好的老年：关
于老年经济，你必须知道的新理念》
（以下简称《更好的老年》）一书中，老
年问题研究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老年实验室创建者、主任约瑟夫·库格
林，告诫人们：忽视老年人需求的目光
短浅的企业，或将被淘汰。

长寿是礼物，而非负担
19世纪中后期，西方医学持年老

就意味着某人已经丧失了“生命力”的
观点。人一旦变老，唯一的选择就是
停止工作去休息，并为“糟糕的事”做
准备。历史学家卡罗琳·托马斯·德拉
佩纳曾说：“个人体内的生命力存量成
为比灵魂更重要的问题。”一些自诩为
专家的人甚至用这种标准来量化生命
力的流失。

这种源自医疗领域的把年老当作
一种病态的认知偏差，在今天的现代
社会保险体系中，依然在起消极作用：
自从19世纪末产生了养老金制度，65
岁便成为老年阶段的开始；社会保险
虽然给老年人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保
障，但同时在社会上形成了思维定式，
使得 65 岁以上的人被相当一些人视
为“无用的人”。加上工业化之后“八
小时工作制”带来的对工作效率的追
求，老年人不得不给年轻人腾出岗位。

《更好的老年》的创新性理念，就
是提倡采用更加积极的眼光看待老年
期和人口老龄化。库格林提出了一个
核心观念——“老年观”，也就是如何
定义“老”，其中包括老年个体的自我
观、对老年这一生活阶段的理解以及
社会对待老年人的态度等。库格林认
为，我们当前的“老年观”并非固有，而
是由社会制度和医疗实践在一个多世
纪以来建构而成的。它影响人们度过
自己老年期的方式，也影响他人看待
老年人的方式。当前普遍的“老年观”
认为，老年人是疾病缠身的、无用的，
他们没有工作能力，“无法进行经济生
产”，是需要照顾的麻烦和需要解决的
问题，是索取者而不是给予者。此外，
还将老年人视为单一、同质的人口群
体，所有人会在同一年龄进入老年期，
并且只有一种度过老年期的方式。

在库格林看来，这一“老年观”与
现实完全不符。它限制了我们应对
老龄化的思维。囿于这样的“老年
观”，老年人在面对长寿这一经济、技
术和教育带来的成果时，充满迷茫，
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来度过

老年时光。
囿于这样的“老年观”，企业或是

根本没有提供能够满足老年人真正需
求的产品，或是提供的产品使老年人
感到尴尬或难以使用，从而限制了老
年人的发展，使他们无法在老年期尽
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独立，保持与世界
的联系，保持工作中的竞争力或者在
文化上做出贡献。老年人不仅仅需要
维持生存和健康的产品与服务，他们
还有对自由、社交、乐趣、幸福、自我实
现等更高层级的需求。

“长寿是一个礼物而非一种负
担。”库格林研究发现，老龄化是社会
保持其成员健康、远离危险、接受更多
教育以及掌握自己生育权的自然结
果。老年人群体内部具有巨大的异质
性和多样性。每个人的衰老过程不尽
相同，也并非只有一种度过老年期的
方式。

构建“银发经济”消费者图景
在麻省理工学院老年实验室发给

一家管理学院的调查中，研究者问管
理学院的学生：如果必须立刻为老年
人设计一款产品，你们会想到什么？
尽管有一些有趣的答案，如自动驾驶
汽车、“一种有助于弥合计算机技术差
距的产品”等，但大多数产品都属于健
康和安全的旧范畴。比较典型的回答
有“助行器”“老年失智症治疗仪”“一
个呼叫助行器/轮椅的应用程序”“多
功能手杖”“成人纸尿裤”等。

一直关注科技创新如何改善老年
群体生活的库格林发现，无论是学界，
还是老年科技企业，对老年群体健康
和安全等基本需求的关注，远远超过
对人际关系、个人追求或职业抱负、沉
思以及乐趣等更高层次需求的关注，
它们将技术用于“一个问题”，却不反
思“为什么非得是这个问题”。一个著
名的失败案子是由一家名为Fitage的
德国小企业研发的卡塔琳娜手机。这
款手机体积较大，有着似乎是首个特
意为老年人“创新”研制的超大的橡胶
按键。总体而言，它看上去更像是20
世纪90年代的便携式固定电话，而不
是手机。尽管很容易用它进行简单通
话，但人们并不想随身携带或被人看
到携带这样一款手机。一位女士为她
77 岁患有老年性黄斑变性的母亲购
买了这款手机，她在亚马逊上发表了
一篇经典的用户体验评论：“卡塔琳娜
手机很耐用，按键方便触摸，阅读和使
用都很方便，没有什么不妥。”但是，

“卡塔琳娜手机又大又重，不能放进钱
包或者口袋里，因为它显然是为‘残疾
人’量身定做的，所以我妈妈很难去接
受它。结果：手机将被留在家里”。

由于这款手机越来越“没人想
要”，Fitage于2010年黯然倒闭。卡塔

琳娜手机的失败，是基于普遍流行的
“老年观”：年老就意味着一堆可怜的
需求，仅仅解决这些需求，而不是更高
层次的需求，就足够了。

卡塔琳娜手机并非孤例。1955
年就出现了一个典型案例，有人观察
到戴假牙的人为自己购买嘉宝婴儿食
品，因为这种食品既便宜又容易吃，于
是亨氏公司决定给这些老年消费者提
供“咀嚼过的食物”。亨氏的科学家们
花了近10年的时间研发老年食品，还
在全美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推广活
动。但是，商店货架上的老年食品无
人问津。原因在于，任何购买嘉宝婴
儿食品的老年人都有可能是为孙辈买
的，但老年食品不同，把老年食物拿到
收银台，无异于是对自己的公开羞
辱。这款老年食品失败了，更糟糕的
是，这些罐头食品传播了一种观念：作
为老年人，你将不能咀嚼食物，也不关
心口味。

在库格林看来，无论是卡塔琳娜
手机，还是老年人食品，都犯了一个共
同的错误：只把老年人当成“病人”，而
不是“消费者”。在尼尔森公司一项覆
盖了60个国家30000人的调查中，超
过一半的受访者说他们“看不到反映
老年消费者需求的广告”。在极少见
的老年专题宣传活动中——大多来自
制药和退休产业，老年观众发现，他们
的形象往往令人不快并且过于老套。
在 2014 年的一项针对 400 位 70 岁及
以上老人的调查中，不到20%的人说
他们喜欢那些似乎以老人为受众的广
告，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广告中的老年
人是“值得尊重的人”。

库格林由此构建了一幅完整的
“银发经济”消费者图景：乐趣而不是
恐惧，渴望而不是忧虑，才是激励消费
者的因素。

将产品融入生活，让老
年人获益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行各业
争相上“云”，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智能
手机深度捆绑。与此同时，一些老人
在疫情期间上不了公交车；好不容易
去了医院，因为扫不了码，又被拦在门
外……“数字鸿沟”有逐渐加深之势。

在《更好的老年》中，库格林一反
现代科技就是为年轻人服务的观点，
主张将科技应用于当今和将来的老龄
化社会，强调主动作为。他认为在未
来，科技将是提升生活质量的最重要
的力量，因此不应将老年人排除在这
一进程之外。设计师有责任设计出功
能齐全且让年轻和年老用户都感到兴
奋且愉悦的技术与产品。库格林领导
的老年实验室长期致力于通过技术提
升老年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生活品
质，旨在使老年期变得更美好。

“消费者需求”是库格林在《更好
的老年》中反复提到的重要概念，并将
其视为“未来所有老年市场创新背后
的唯一因素”。他认为要通往一个对
老年有着全新、更好认识的未来，企业
就需要创造出满足老年消费者真正
需求的产品，而不是基于传统老年观
的、千篇一律的过时产品。对此，库
格林提出了“卓越设计”的理念，并推
荐通过“有意识的共情行为”达到这
一目标。他介绍了老年实验室设计
的模仿老年期身体状况的服装阿格
尼斯（AGNES），穿上它的人会感觉
到身体灵活性降低、平衡感和敏锐度
下降、视力受限。通过这种体验，人
们能够尽量和老年人共情，理解变老
带来的困难。

微波炉的发明就是“卓越设计”的
典型代表。微波炉也许是为独居老人
创造的最伟大的发明，老年人用颤抖
的手拿烤箱里的食物，可能会被烫伤，
但微波炉不会。微波炉还有一个好
处，就是比起其他厨房热源，它更不容
易引发火灾。

还有一个“卓越设计”的例子。从
远古时代开始，老年人就非常重视遗
产，目前市面上也已经开始流行为子
孙后代留下有先辈名字和事迹的产
品。例如，得益于亚马逊提供的工具
和分享平台，自助书籍出版行业近年
来发展迅猛，它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老年人想把自己的思想和回忆
写下来的愿望。在一家为客户提供定
制印刷服务的大型网站上，17%的用
户都是老年人，而美国最大的自助书
籍出版商作家方案公司的用户中，大
约50%都是老年人。

随着世界的老龄化，“卓越设计”
还将继续塑造我们的生活轮廓。诚
如库格林指出的那样：“广泛有用的
技术力量对新船和老船都有同样的
潜力。它们可能包括自动驾驶汽车；
物联网，尤其表现在智能家居中；以
及按需经济和共享经济。虽然不是
传统意义上关于老年人产品的讨论
内容，但与任何明确针对老年人的产
品相比，这些影响深远的力量可能对
老年人的生活产生更为深刻的影
响。当这些产品上市后，期望老年人
会充分利用它们。年轻人可能最先
接受先进的、互联的消费技术，但是
通过将这些产品融入生活，如今老年
人获益最多。老年人将形成下一个
主要的高科技成长市场——那些在
产品设计中懂得充分共情的公司将
最先分得一杯羹。”

挖掘老年“带头用户”
在使用科技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

程中，科技工作者通常都比较年轻，老
年人应当如何参与其中？库格林在

《更好的老年》中提到了老年“带头用
户”这一群体。

这个先锋消费阶层天生对技术熟
练，长期以来习惯了主动塑造他们的
经济和物质世界。他们并非仅有消费
者这一种角色，而是处于消费者和生
产者角色之间的模糊地带。他们是走
在时代前沿的消费者和变革的推动
者，具有引导我们走向全新、更好老年
生活的洞察力。

库格林尤其强调了老年女性的作
用，原因在于：其一，老年群体中，女性
由于拥有更长的预期寿命而在人数上
远超男性；其二，女性在家庭消费决策
中有更大话语权；其三，女性在非正式
照护中占主要地位，在家庭中提供的
老年照护远多于男性。

库格林在书中通过列举史迪奇网
站、爱彼迎网站等案例，体现出老年

“带头用户”的创新性和主动性，说明
老年人有机会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
度过老年期的方式，他们有能力探索
一条新路，而非仅仅依靠年轻人为他
们创造某种环境。老年消费者的主动
作为可以使他们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
改造各种产品，使其实现自己原本没
有得到满足的需求。

以爱彼迎公司为例，它的几位创
始人，当时 20 多岁，最初把公司命名
为气垫床和早餐（Airbed＆Breakfast），
灵感来自他们在旧金山昂贵的阁楼里
租下的充气床垫。很快，他们把自己
的创新变成了互联网服务，瞄准和他
们一样的人：希望赚点额外租金的年
轻人，想找个便宜地方睡一觉的四处
游荡的旅行者。但老年用户很快就蜂
拥而至。爱彼迎的大多数房主年龄都
在 40 岁以上。其中超过 10%的人已
经60多岁了，他们是该公司增长最快
的房主人群，其中将近三分之二是女
性。这些注册了的房主发展出一种新
的使用模式，而这种模式起初并不在
年轻的公司创立者设想范围内。在某
种意义上，老年用户“侵入”了爱彼迎，
这对他们自己和公司都有利。

18世纪，“儿童经济”成为人们解
构市场的新引擎；19 世纪，“妇女经
济”成为时代经典；21 世纪，“银发经
济”跃入人们的视野。库格林在《更好
的老年》中努力表达这样一个观点：老
年经济代表着一个新的前沿。他同时
也提醒大家，前沿领域往往有各种风
险，如果被错误老年观指引，探查不清
未来老年顾客的真正需求，企业将很
容易遭受失败。不过与此相比，库格
林认为，对企业来说更可怕的是，故步
自封、不采取任何行动，尤其是那些不
认为老龄化与自己有关的企业，将被
市场甩出去。因为，老龄化与我们所
有人都相关，它改变了每个年龄段人
们的生活。 ■潘启雯

与老年人共情，满足多样需求

作家居平：阿拉上海老弄堂，生生不息呀！

《志愿者》国画。 ■董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