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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老年人的““诗和远方诗和远方””
同样打动人同样打动人

■ 苑广阔 文 杨 靖 画

12 月 15 日，上午 11 时，株洲
“宝南饭店”里的三位老板余国
基、马利明、魏镇错开饭点吃起
了午餐，吃完这一顿，他们就要
开始擀面皮、包水饺、做蛋饺准
备接待客人了。今年 86 岁的余
国基、78 岁的马利明和 77 岁的
魏镇计划着：等饭店效益稳定
下来后，就买台房车，结伴去外
面的世界看看。

（12月16日《潇湘晨报》）
三个年龄加起来快 250 岁

的老人，走上了开饭店创业的
道路，而开饭店的目的，也不是
为了发财致富，他们的梦想简
单而具体，那就是等饭店效益
稳定，赚了钱，就买一辆房车，
然 后 结 伴 到 外 面 的 世 界 去 看
看。三个老人追寻“诗和远方”
的故事被报道以后，引发了网
友们的热议，很多年轻人纷纷
表达了自己的羡慕之情。

对湖南株洲这三位老人来
说，他们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
于心中有梦想，就通过自己行
动去实现，而没有让自己的年
龄 成 为 实 现 梦 想 道 路 上 的 阻
碍。仅凭这一点，就值得他们的
同龄老年人学习，同样也值得
年轻人学习。既然是创业，就有
成功，有失败，但即便他们开饭
店创业失败了，但是他们也一
定不会后悔，毕竟他们已经努
力过了，奋斗过了。

三位老人追寻“诗和远方”

的故事，其实带给了我们更大
的启发。老龄化社会正在朝我
们加速驶来，从政府到社会，都
在关心如何迎接老龄化社会的
时候，作为主角的老年人自己，
显然也应该清楚自己应该做些
什么来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
一些老年人忙着跳广场舞，忙
着钓鱼，这都是很好的方式，但
是却有一些老年人，沉迷于听
保健品讲座，购买各种保健品，
或者是跨越“数字鸿沟”以后，
沉迷于手机无法自拔。

相比之下，株洲市这三位老
人追寻梦想的故事，无疑更加
值得老年人借鉴学习。我们当
然不是要求老年人都去创业，
但是他们的做法，既为社会创
造了价值，也找到了自己的精
神寄托，同时还通过适当的劳
动 锻 炼 了 身 体 。最 关 键 的 是 ，
他们因为心中有梦想，精神有
追求，所以即便到了人生的晚
年 ，也 在 精 神 上 仍 旧 不服老，
这对于老年人保持活力，保持
较高的生活质量，都有很大的
帮助。

任 何 人 的 梦 想 ，都 值 得 尊
重，而老年人的梦想，不但值得
尊重，而且格外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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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明 城 市 的
创建离不开每个
人的努力，“红背
心”志愿者活跃在
大街小巷，开展环
境卫生清理整顿。
12 月 18 日 ，记 者
在市区瑞京路看
到，两名志愿者正
将无序停放在店
面门口的电动车
移到停车区域内，
将其整齐摆好。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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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任

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人舍得花钱让自己变

“好看”了，美容行业迅速发展壮
大起来，这也让“黑医美”泥沙俱
下，比如近年来国内的医疗美容
纠纷也是持续增长。

据 新 华 财 经 联 合 新 氧 发
布的《2021 中国医美抗衰消费
趋势报告》，今年 6 月，以光电
类 为 主 的 皮 肤 美 容 消 费 同 比
增长高达 39%，其中热玛吉销
量 增 速 最 快 。据 业 内 人 士 透
露 ，保 守 估 计 ，市 面 上 超 八 成
热 玛 吉 仪 器 是“ 水 货 ”。据 了
解，一台正版仪器售价 80 万元
左右，一个探头 6000 元，一个
探 头 基 本 上 只 能 用 于 一 个 消
费者，而市面上出现的一些不
足 1 万元的热玛吉项目，基本
可以认定为假的。

价值不菲的医美项目，催
生了器械造假、人员资质造假
乱象，医美事故频发。“水货”
热 玛 吉 不 仅 难 让 人 变 得 更 年
轻 ，还 可 能 对 人 体 造 成 伤 害 。
而就算是正品，也存在潜在的
安全隐患。根据国家药监局发

布的《射频美容类产品分类界
定 指 导 原 则》，热 玛 吉 属 于 采
用 射 频 能 量 作 用 于 真 皮 层 以
下 ，使 人 体 组 织 、细 胞 发 生 病
理或生理学改变，且可能会对
人 体 造 成 潜 在 的 影 响 或 损 伤
的第三类医疗器械。

热玛吉项目的乱象，还只
揭开了医美乱象的冰山一角。
像假机构、假器械、假医生“三
假 ”充 斥 医 美 市 场 ，就 是 亟 待
遏制的医美乱象。

对于消费者来说，爱美没
错，但不要选择那些“三无”美
容 机 构 ，要 能 增 强 防 范 意 识 、
维权意识。如在进行医疗美容
之前，要与美容机构签订手术
同意书、知情书、告知书等等，
要 保 留 好 证 据 ，当 权 益 受 损
时，要能依法维权、理性维权。
而要根治医疗美容行业乱象，
就 要 提 高“ 黑 医 美 ”的 违 法 成
本，严厉打击“假恶丑”，才能
留住“真善美”，需要相关部门
能够加大对医美行业的整治，
对“三假”医美乱象动真格、出
重 拳 ，促 进 医 美 行 业 规 范 发
展，这样才能保护好广大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监管发力监管发力
遏制遏制““三假三假””医美乱象医美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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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市场监管
总局、粮食和储备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反
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各级商务
部门采取措施鼓励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
分餐服务、向社会公开其反食品浪费情
况。督促餐饮外卖平台、餐饮服务经营者
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支
持自助餐服务单位实施对消费者浪费行
为适当加收费用的措施。

(12月18日中国新闻网）
自助餐一般对消费者不限量，如果消

费者大量自取而吃不掉，便会造成较大的
浪费。面对这种不文明用餐行为，自助餐

服务单位往往也不好强加制止。国家发改
委等四部门印发《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
支持自助餐服务单位实施对消费者浪费
行为适当加收费用的措施，让自助餐服务
单位有了一把“尚方宝剑”，可以通过经济
惩罚性手段来遏制餐桌上的浪费行为。

根据自助餐的规则，要求消费者按需
取食，但不能打包带走。然而，一些消费者
为了能把餐费给“吃回来”，就准备敞开肚
子吃，于是各种各样的食物自取了一大堆，
但肚子的容量毕竟有限，结果自取的食物
剩余很多，不仅增加了店家的经济成本，也
浪费了不少粮食。自助餐店家当然不愿意
看到这种餐桌上浪费的现象，尽管大力提
倡和提醒消费者节约粮食，但由于没有约
束性的措施，面对少数消费者肆意浪费的
不文明用餐行为，店家常常束手无策。

《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提出，支持自
助餐服务单位实施对消费者浪费行为适
当加收费用的措施，自助餐服务单位制定
加收费用具体措施，就有了政策上依据。
而消费者吃自助餐，除了要支付正常费用
外，造成浪费就会被加收一定的费用，等
于消费者自己花钱为浪费的食物买单。这
样，无形之中是对就餐消费者的提醒和约
束，消费者不想为浪费买单，就会在用餐
过程中注意适量取食，杜绝浪费食物的不
文明用餐行为，自觉做到“光盘”。

笔者认为，有了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
支持，对自助餐浪费加收费用具有了合法

性，但也要保障消费者利益。比如，采取变
通做法，对剩余食物超过一定的数量，加
收的费用由店家暂时保管，并给消费者开
具收费凭据，只要消费者下一次进店用
餐，没有餐饮浪费行为就可以用凭据抵扣
餐费，或退还加收的费用；或者变“罚”为

“奖”，对“光盘”不浪费的消费者，通过发
放奖励红包、赠送有价餐券等方式来鼓励
节约粮食。这样，消费者利益没有损失，不
浪费还能得到一定的实惠，其文明用餐的
积极性便会提高，而店家也节约了成本，
形成一种双赢局面，自助餐浪费现象也会
得到有效遏制。

遏制自助餐浪费遏制自助餐浪费有了有了““尚方宝剑尚方宝剑””
■丁家发

如今，在一些小区，出现了一种现
象：有老人提着纸袋在小区里转悠，不
为健身，也不为买菜，而是将目标“锁
定”在一个个垃圾桶、垃圾屋。一旦发
现目标，就上前翻找一番，带走废纸
箱、空瓶罐……

面对这类情况，市民、物业、相关
部门等都有哪些声音、做法？近日，记
者就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现 象

乱翻垃圾影响小区环境

清早，住在市区冠成国际的沈女
士拎着一袋垃圾匆匆出门，一到楼下，
就有老人过来把垃圾拿走了。“这种情
况很常见，大家一般都会给，一来不好
意思拒绝，二来赶着上班。”沈女士告
诉记者，“回收垃圾是好事，但如果乱
翻垃圾就容易影响环境。”

在市区御龙天下的业主群，一位
大叔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时会看到
大家在群里讨论，这个大叔在地下室
翻垃圾桶，把食物倒掉、纸盒捡走。因
为垃圾桶在地下室，通风较差，就很容
易产生臭味。”住户蔡先生告诉记者，
大家多次跟物业反馈，物业也多次与
这位业主沟通劝说，但很难达成一致，
现在这位大叔翻垃圾的情况会相对好
一些，但还是无法完全杜绝。

捡拾垃圾后，有的人会直接卖掉，
而有的人则会带回家。“之前在阳台晾
衣服，突然有一股臭味从隔壁飘过来，
一看发现是邻居阳台堆的垃圾。”住在

市区下洲花园的苏女士表示，他们跟
物业反馈了这个情况，经物业上门劝
说后，邻居终于把垃圾清走了。

走访中，提起捡拾垃圾的现象，大
部分市民并不提倡，大家纷纷表示，这
种行为虽是出于勤俭节约，但并不卫
生，还影响小区环境。

物 业

尽量劝导加强巡查管理

“不少都是小区业主，还是主要以
劝导为主”“刚劝完一走，他们就又开始
翻”……采访中，不少小区的物业工作
人员对翻垃圾的情况表示无奈。

为什么会在小区捡拾垃圾呢？记
者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些在小区
里翻垃圾的老人，并不是专业拾荒者，
有些甚至还是家境不错的业主，“节约
惯了，看不得浪费”“靠劳动挣点小钱”

“退休在家没事干”等是他们捡拾垃圾
的主要原因。

“这些住户家庭条件普遍还是比
较好的，捡垃圾主要是习惯问题。”下
洲花园物业服务中心管理人员林剑平
表示，在小区翻垃圾的居民基本都是
熟面孔，工作人员看到都会劝，只是往
往劝说无果，有时还会引起争执，只能
事后尽快清洁。

“除了影响环境，还存在安全隐
患。”林剑平和同事在巡查小区时，时
而会看到一些老人把身子探进垃圾屋
翻找垃圾的情况。“一些人身形瘦小，
加上垃圾堆里也会有玻璃等危险物

品，我们也会担心他们的安全问题。有
的人甚至把垃圾带回家中，或堆在消
防通道。”林剑平表示，对此情况物业
会尽量劝导，并加强巡查，如发现安全
隐患就及时制止，必要时也会联系对方
子女或联合街道等工作人员共同处理。

“这种情况的确会给保洁、管理造
成一些压力。”惠民片区管理人员陈雪芬
表示，惠民花园的住户以老年群体居多，
不少人都是和小辈分开居住，捡垃圾的
原因有经济问题，也有生活习惯问题。

“除了做好小区环境维护外，我们会不定
期上门拜访，关心住户居住情况，对一些
安全、卫生问题加以宣传、引导。”

声 音

关爱老人共护和谐社区

如何减少捡拾垃圾的情况？一些
社区工作者表示，捡拾垃圾背后的心
理诉求应该被关注。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老人‘拾
荒’，拾的是‘心荒’。”漳州市启福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项目主管许志强表示，
一些捡拾垃圾的老人往往存在独居、
生活圈窄小等情况，他们选择通过捡
拾废品来获得相对的安全感，在捡拾
过程中释放自己的情感并充实自己的
生活，同时以此增加部分生活收入，以
获得更大的安全感。“为此，子女的关
心关爱尤为重要。子女应多花时间真
心关怀老人，从多方面去赏识他们，并
引导他们寻找一些更为合适的、健康
的生活方式，获得自我认同。”

许志强发现，如果能吸引这些老
人参加社区活动，为老人建立新的社
交圈，能有效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减少
捡拾垃圾的行为。在他们的社工服务
中，有一个案例让他印象深刻，“一位
住在市区的阿姨在带孙子去幼儿园
后，就会回小区捡垃圾。了解情况后，
我们邀请她和孙子一起来参加亲子活
动，引导她当环保志愿者，让她在释放
压力的同时扩大了生活圈，慢慢地她
捡垃圾的习惯就改掉了。现在这个阿
姨甚至会主动去邀请其他老人一同来
参加活动。”

“我们不提倡拾捡垃圾的行为，这
会对疫情防控工作、市容市貌管理等
造成不良影响。”漳州市环境卫生中心
副主任徐延德表示。目前，我市环卫部
门除了确保生活垃圾处理“日产日清”
之外，还在芗城区、龙文区、高新区等
地区的 8 个小区开展第一批生活垃圾
定时定点投放工作，后续将依据情况
在中心城区范围内进行推广，通过缩
短垃圾在垃圾桶、垃圾屋的滞留时间，
来减少拾荒者捡拾垃圾的现象发生。

此外，《漳州市生活垃圾管理办
法》已在 2020 年 7 月发布，执法部门将
依法依规，加大执法力度，杜绝市民的
不文明举止。“保护环境卫生任重道
远，需要社区、物业、居民等齐心协力
才能做好，我们呼吁广大市民，一起来
支 持 垃 圾 分 类 ，从 源 头 做 好 环 境 保
护。”徐延德说道。

■本报记者 郑斯楠
通 讯 员 郑舒宁

小区“拾荒”老人
拾的是“心荒”？

■江德斌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不断
增长，老年旅游市场也将愈发
旺盛，成长为前景可观的万亿
级大市场。面对这块“大蛋糕”，
旅游从业者应及早做好准备，
在软硬件投入方面多下功夫，
增设智慧旅游“适老化模式”，
为老年人提供更舒适的服务，
保障老年人可以安心旅游。

目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行
智慧旅游，各地景区都纷纷引
入智能技术，因应新冠疫情的
管控需求，景区又进一步强化
了智能技术应用，诸如手机预
约、网络购票、人脸识别、扫码
入园等。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些
智能技术操作轻车熟路，但对
于很多老年人来讲，则犹如一
座座难以逾越的技术“大山”。

老年人普遍对新技术有畏
惧感，对智能手机 App和互联网
操作不太灵光，被称为“数字难
民”。近年来，各地时有曝光，老
年 人 因 不 会 使 用 App，而 在 购
物、支付、坐车、验码时遭遇困

难，以致寸步难行。与此同时，
老年人外出旅游时，也不可避
免会“碰壁”，在智慧旅游系统
面前犯难，不会预约门票、不会
扫码入园，不得不寻求工作人
员或子女的帮助。

技术以人为本，可现在很
多手机 App、智能设备、智慧系
统的功能非常多，操作也异常
复杂，对技术“小白”，特别是老
年 人 来 讲 ，实 在 是 太 难 了 。因
此，智慧旅游也应有“适老化模
式”，比如为老年人保留一部分
门票，通过线下免预约进入，或
实名购票入园，加大页面字体、
简化操作流程、指导老年人学
习操作等，让老年人更方便使
用智慧旅游系统。

同时，各地景区在引进智
能技术时，还应增加适老化服
务。比如专为老年人提供的电
子 语 音 讲 解 、老 年 人 通 道 提
示 、自 动 感 应 灯 光 、助 老 电 动
轮 椅 、老 年 人 耳 机 等 ，让 老 年
人 在 旅 游 时 更 舒 适 、更 放 心 ，
尽 情 享 受 快 乐 的“ 夕 阳 红 ”幸
福时光。

智慧旅游也需要智慧旅游也需要
““适老化模式适老化模式””

■舒爱民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
的需求日益多元，广场舞成为
公众尤其是中老年人青睐的活
动方式。广场舞的广泛兴起，也
伴生出一些矛盾和问题，其中
噪声扰民的现象尤其突出。

正因此，多次全国“两会”
都有将广场舞噪声扰民纳入法
治规制的呼声。据报道，噪声污
染防治法草 案 二 审 稿 拟 于 近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对 近 年 来 群 众 反 映 较 多 的 广
场 舞 噪 声 扰 民 、机 动 车 轰 鸣

“炸街”扰民等问题，草案作了
有针对性的规定。这次噪声污
染 防 治 法 草 案 对 广 场 舞 噪 声
扰民作了有针对性的规定，无
疑 让 广 场 舞 噪 声 扰 民“ 入 法 ”
又进了一步。

需要厘清的是，广场舞噪
声扰民“入法”，针对的主体是
噪声扰民而不是广场舞。广场
舞噪声过大，的确会让一部分
人生活、工作受到影响，对此进
行管理和约束无可厚非。但话
又说回来，广场舞本身没有错，
一部分人跳广场舞的正当权益
也不能被随意剥夺。如何处理

好既有广场舞又不扰民这个矛
盾，兼顾更多人的权益和感受，
就是有关部门需要认真权衡和
正确把握的现实问题。

民生无小事，管理须掂量。
对广场舞噪声扰民不能简单地

“入法”了之，更不能全部取缔，
而要通过多方配合、多措并举
予以规范和治理，这就需要更
多的配套措施予以及时跟进。

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更好的场所跳广场舞，尽
量回避居民区、人流聚集区、学
校、机关等重要场所，这样可以
大大消除广场舞噪声扰民的可
能性和危害性。文化体育、城市
管理、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也
要做好法规宣传和监管工作，
正确引导和规范广场舞行为。
像广州市对广场舞进行四限：
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限设
备，这样的管理方法就值得效
仿和推广。要将广场舞活动纳
入 基 层 社 会 综 合 治 理 体 系 之
中，形成职能部门依法管理，社
区、乡村居民组织要营造友善
和谐邻里关系，及时将广场舞
噪声扰民引发的矛盾化解在萌
芽状态。

广场舞噪声扰民广场舞噪声扰民
莫莫““入法入法””了之了之

“红背心”志愿者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