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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产品五花八门，有用的为何不多？

2018年4月26日 责任编辑：温慧娟 版式策划：张文龙 责任校对：绍 文

福彩快讯
福彩网址：www.nmlottery.com.cn
咨询电话：0471-5182870

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
内蒙古福彩APP

人间四月天，春和景明，草长莺飞，在
和煦的春天里，“福彩大家乐”第六季活动
即将御风而至！

为进一步答谢全区广大业主、彩民和
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对内蒙古福彩的鼎力
支持和关爱，2018年4月20日至6月3日，内
蒙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继续利用“内
蒙古福彩·北疆传媒”网络视频平台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第六季“福彩大家乐”全票
种大型有奖回馈活动，本季活动将持续高
返奖力度，日奖中奖名额达3500多个！季
奖入围彩民高达80名！活动单季总奖金
381万元！奥迪Q3！别克英朗！10~30000元
不等京东购物卡！奖品诚意十足！同时，
为了进一步提升活动参与度，满足彩民朋
友多样化的参与需求，本季特增加微信参
与渠道！

小额投注即可参与

凡在内蒙古自治区福彩实体店内，彩
民购买的电脑票（含双色球、3D、七乐彩、快
3、时时彩）单票票面额≥10元、刮刮乐（戊
戌狗5元、戊戌狗10元、戊戌狗20元）累计扫
票额≥10元、中福在线卡单卡≥10元即可
获得参与当天“福彩大家乐”活动资格。

扫票即获参与机会

本次活动将在“内蒙古福彩”APP和“内
蒙福彩”微信公众号同步实施。方式一：下

载“内蒙古福彩”APP,
登录“内蒙古福彩”
APP；方式二：关注

“内蒙福彩”微信公众
号后，点击“福彩动
态”—“促销活动”。之
后，点击“福彩大家
乐”游戏内“扫一扫”

扫描所购彩票识别码（电脑票上二维码、刮
刮乐扫描安全区条形码、中福在线扫描销

售员指定二维码）即可获得当日参与“福彩
大家乐”游戏电子卡一张，多买多扫多得，
每名彩民每日最多10张电子卡参与活动，
多余电子卡可转送好友一起来玩！若彩民
购买的福彩票单票面值大于10元，即可按
照对应倍数，获得多张“福彩大家乐”卡。
例：彩民购买的双色球单票为100元，即可
按照电脑票≥10元的标准，获得10张“福彩
大家乐”卡，其他票种以此类推。

特别提示：首次注册游戏即送1张电子
卡，APP连续签到五天还送1张电子卡哦！

三重大礼持续奉送

第一重大礼：日奖。每日送出3511张
10~3000元不等的京东购物卡。第二重大
礼：期奖。每活动季内开展两次期奖。在每
季活动进行的第16天和第31天各抽取一次
期奖，每次抽出金奖1名，银奖3名，铜奖10
名，其中金奖为别克英朗轿车一辆，银奖获
得65寸三星曲面电视一台，铜奖则为海尔
洗衣机一台。同时还在金奖得主所在盟市
举办现场活动，送出洗衣机、山地车、电饭
煲等实惠好礼！第三重大礼：季奖。在每季
活动日奖全部结束后，通过对当季所有参
与活动的“福彩大家乐”电子卡进行抽奖，
共计80位彩民将获得现场参与季末大奖抽
奖活动资格，特等奖获得奥迪Q3汽车一辆，
其他幸运彩民可获得1000~30000元不等京
东购物卡的奖励！

亲爱的彩民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赶
快加入“福彩大家
乐”活动中来，尽情
畅享福彩带来的惊
喜和愉悦吧！

又要搞大事了？
“福彩大家乐”第六季活动御风而至！
———微信、APP同步火热启幕

老人需要啥市场闹不

清

在清华养老产业高端
论坛上，一位老人提出了
一个非常“小”的问题：袜
子口有松紧带，老人穿着
总是勒得慌，有时腿还会
肿。有没有一种专供老人
穿的袜子，袜口没有松紧
带，不勒腿呢？这样的声音
由于很难被老年产品生产
商所知晓，相应的产品自
然难以问世。可以想象的
是，老人这样的“小”需求
还有很多。

4月21日，一场特别的
“产品与服务需求研讨会”
在清华大学举办。参加研
讨会的有国内知名的老年
康复器具制造商、租赁商
以及养老机构的代表。参
会的另一方，则是几位白
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是
被特别邀请来发表意见的
消费者代表。

这场由老人参与的
“需求对接会”，是清华养
老产业高端论坛精心设置
的一个环节。据主办方透
露，之所以会邀请老人出
席，是因为目前市场上的
老年产品和服务并不能和
老年人的需求很好地对
接。这种情况不禁让人反
思：市场上给老年人提供
的各种服务、产品越来越
多，但这些众多的服务模
式以及琳琅满目的商品是

不是都适合老年人？这些
服务和商品是不是老年人
真正需求的？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保
健酒事件，引发公众质疑。
一方面，市场上的老年产
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而
且在质量控制上也存在着
问题。另一方面，未来老人
群体的文化层次越来越
高，对养老质量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如果市场上还

是这样的产品和服务，显
然不能令老人满意。

69岁的于颖是一名退
休公务员。参加研讨会之
前，她在几个老人微信群
中还做了调研。她认为，老
年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商首
先要解决的是观念问题。
如果还是以旧的观念去看
待老年群体，恐怕产品和
需求不能有效衔接的问题
依然存在。她说，商家和老
人的观念不一样，当商家
把这一问题解决好以后，
自然就会有好的产品和服
务应运而生。

北京市康复辅助器具
协会副会长李锦全也提到
了类似的问题。他说，一般
的观点认为人上了岁数之
后需要用拐杖，等老人走
不了的时候用轮椅，然后
是护理床。其实，当老人拄
拐走路出现困难时，可以
用代步车，老人走累了能
够坐下来。最后实在走不
动的时候才会用轮椅、护
理床。而现在老人一旦走
路出现困难，就把老人圈
在家里，这样反而会加剧
老化。

“适老”产品才能为老

所用

从客观上来说，国内
老年产业的发展也比较滞
后。

李锦全说，国际上的辅
具产品大约有6万种，而国
内生产的辅具产品只有不
到6000种。“比如老人喝水
的杯子，老人的手比较抖，
而普通的水杯都比较高，想
把水喝完就要仰着头，对于
老人来说很不方便。但是给
老人专门设计的杯子就不
会出现这种问题。”

至于这种产品细节上
的问题，许多养老机构也
多有抱怨。刘加红是一家

养老机构的负责人，她表
示，他们曾经对老人使用
的轮椅进行过改造，使其
更能符合实际需要。“轮椅
椅背太高，会遮挡住照护
人员的视线；许多老人身
体僵硬，很容易从轮椅上
滑下来，所以我们在中间
加了一条安全带。”

刘加红还提到，市场
上的护理床宽度一般只有
105厘米，对于身体机能
差、体重大的老人来说，翻
身会非常困难。“这个群体
老人需要更宽一些的床，
并且对于护栏的牢固性、
长度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要
求。”

来自适老化产品生产
商“保利和品”的谢红英，
也曾是一名养老机构负责
人。她说，她当年在采购卫
浴、护理床、扶手时，总是
找不到令她满意的产品。
所以当他们自己也从事产
品研发时，就决心把这些
痛点问题解决掉。她说，老
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
是卫生间，于是他们从卫
生间开始，把整体卫浴、台
盆、马桶座做成适老化的，
后来还开发出了各种护理
床和康复辅具。为了保证
这些产品能够满足老人的
需求，他们首先在自己的
养老项目上使用，效果好
才向外推广。

显然，能否做到真正
“适老”，决定了产品是否
能够满足老人的需求。而
国内老年产业之所以发展
滞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
为产品做不到这一点。

“老年产品，第一是安
全性，第二是适用性，第三
是经济性，这三点需要合
在一起。”73岁的老人代表
孙兴国说，没有安全性，老
年人不用。不适用，老年人
不买。有了好的产品，经济
性上如果不合适，老人同
样也不会考虑。他表示，老
年产品的“适老”还应该体
现在价格上。

精神产品同样重要

李锦全认为，从发展
属性来看，未来的老年用
品将呈现出智能化、信息
化、家庭化、个性化的特
点。未来，通过电子手环、
电子床单，医生就会掌握
老人的身体状况，从而提

供远程的康复与治疗。随
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
机器人可以和失独或者高
龄老人进行日常的交流，
从而减轻护理人员的工作
负担。

他说，血压计等小件
的老年产品将会向小型化
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老人
在家中测血压，子女通过
微信就能够看到老人血压
情况，还能随时提醒老人
吃药。他说，康复的本质是
个性化的服务，随着老人
身体状况逐渐老化，需要
的辅具产品和照料服务也
不一样。从65岁到临终，不
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产
品。

除了功能性的老年产
品外，许多老人代表还提
到了精神层面的需求。于
颖老人说，老年人最害怕
孤独。她曾经在公园里看
到十几个坐着轮椅的老人
被推到一块儿，大家也没
有什么话题，只是默默地
晒着太阳，这些老人的保
姆则不知去哪里了。“能不
能提供一种服务，找几个
年轻人跟这些老人聊聊天
呢？”她建议。

76岁的任宝生老人也
有同样的感受。任宝生住
在部队大院，是一位老军
人。她说，老人一般不愿意
自己出去，总喜欢找个伴。
虽然大院里的老人有微信
群组织大家旅游，单位干
休所也会组织一些活动，
但毕竟数量太少。她希望
这样的活动能够多一些，
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这样的活动对
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是
有好处的。

在这个问题上，从事
了一辈子设计工作的董玉
熙老人研究得更加深入。
他说，老年人虽然退休了，
但是还需要动手动脑，防
止大脑退化。所以，这方面
产品的开发不能被忽略。
去年，他参加了清华大学
组织的老龄游戏设计大
赛，并且自己开发了一个
名为“登山夺宝”的益智类
游戏。他希望自己的设计
能够引起老年用品生产商
的注意，在老年人的精神
需求上加大投入，而不是
只把精力放在物质生活
上，“厚此薄彼”。

（据《北京晚报》）

这些年，李女士给父亲买的老年用品堆了满满一屋子。不算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光制氧机、理疗仪、按摩仪等大件就花了
好几万元。让她感到烦恼的是，这些仪器只用过几次就被老人冷落在一旁，成了闲置物品。送人吧，别人用不上。扔了吧，又觉
着太可惜。看着这些“鸡肋”在角落里落灰，李女士很无奈。看上去很美，用起来却不理想，这似乎成了许多老年产品的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