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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盆可爱的多肉植物济济一堂，
排成阵列，清新的绿色在冬日里绽放别
样的生机与活力。不过，这并非花卉市
场的寻常景色，而是银行消费助困的冬
日行善之举。昨天上午，与爱同行——
爱邻“森”活助困携手计划暨交通银行无
锡分行爱心捐赠仪式在风雷社区举行，

社区的40户贫困户将自己亲手种植的
1000盆多肉植物，开心地交给交通银行
无锡分行的工作人员，而在随后的日子
里，这些绿植将陆续来到交通银行无锡
分行下属的11家支行，组建爱心绿植展
示区，作为银行回馈客户和市民的温馨
礼物，将爱延续到全市的一千户家庭。

小小绿植，生长冬日大爱

时值寒冬腊月，阳光却是和
煦美好。花一点时间，种一盆绿
植，延续爱心，隆冬因此暖意融
融。这项绿植的爱心认领公益
活动其策划、执行由江南晚报社
和无锡日报报业集团金融融媒
体中心共同参与，借助爱和公益
的力量，在全社会播撒助老扶困
的种子。

已经种植装盆的迷你多肉
植物长势喜人，静待花开。现场
捐赠活动结束后，交通银行无锡
分行下属的梁溪支行、东门支行
等11家支行或营业部内将入驻
这些绿色小可爱们。任何读者
关注交通银行无锡分行微信公
众号，转发12月18日关于此次
活动的文章到朋友圈，于12月

18日至31日期间，收集满25个
赞即可到距离身边最近的交通
银行支行领取爱心多肉一盆；如
果没有集齐25个赞，可自费补
足不足的部分参与爱心购买，无
锡交通银行将用收取到的全部
金额，继续购买社区贫困户种植
的多肉植物，将大爱延续，让温
暖弥漫整个城市。 （麦果）

真情点赞延续爱心

整洁的社区会议室里挤挤挨挨，养
眼的绿色让冬日暖阳下的绿植显得尤
其悦目可人。据了解，这些植物的种子
是由无锡市慈善总会出资购买，再统一
发放到社区贫困户手中，通过一段时间
的精心培育，将破土而出并成形的健康
多肉植物装进一个个不同造型的小瓷盆

里，每一盆肉肉姿态各异，都是独一无二
的“全球限量版”。这些可爱植物背后的
故事更充满温暖——交通银行无锡分行
以每盆25元的“一口价”，一次性全部购
下了这1000盆多肉，借助此“润物细无
声”的消费扶贫方式，帮助风雷社区的这
些年老贫困户们带来冬日的温暖。

捐赠现场温馨美好

12日上午9点半，绿植捐赠仪式以
朴素而真挚的开场进行。十多名风雷
社区的贫困户一大早就来到风雷社区
大院，摆放收拾好自己亲自种植的
1000盆生石花、红窗玉、紫牡丹等数十
个品种的多肉植物。这些多肉种植者
大多是在社区内生活的孤寡老人或失
业残疾人，生活的相对艰辛困难让他们
不时产生和社会的疏离感、孤寂感，但
在社区的帮助关心下，并没有让他们减
少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他们定期热情参
与辖区公益组织如九色公益等牵头的

各类公益活动，以正能量的积极心态融
入社会，播撒爱心，借助爱心和劳动，助
力生活的和谐幸福。一位社区的阿婆
告诉记者，在培土、播种的历程里，感觉
到自己通过播种小生命，再把这份鲜活
带给拥有爱心的人士，通过近距离的生
活陪伴，很有满足感，小小的植物承载
的不仅是生命的延续，也是爱的传递，
以及公益力量的光大。交通银行开展
的这项活动，不仅是经济上的直接帮
助，更让自己和类似的伙伴收获了精神
上的巨大抚慰。

贫困家庭助力公益

交通银行无锡分行消费扶贫送暖意

扫描二维码，关注“交通银行
无锡分行”微信公众号

《关于促进老年用品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到2025
年，老年用品产业总体规模超过5万亿
元，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供给水平明显
提高，品牌建设明显加快，市场环境明
显优化。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要推动老年产品市场提质扩容。

专家认为，首先应全面梳理和完善
老年用品产业相关领域标准体系，制修
订一批关键亟需的产品和技术标准，同
时加大对国际标准的采标力度。

“我国老年用品市场活力尚未充分
激发，应推动老年用品产业领域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通过不断研究
如何更好地服务老人，不断创新，甚至
带来装备制造业的提档升级。”党俊武
说。

专家认为，老年消费者面对鱼龙混
杂的商品难以分辨，应建立老年用品领
域标准化信息服务平台。以此培养老
年用品市场的消费信心，从而形成良性
循环。 （据新华社）

老年用品为何上不了档次

一些商品号称为老、适老，实为欺老、坑老
“买用的吧，挑到老人适用的款型太难；买吃的吧，又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老年适用’。”临近新年，北京市民周小姐想为家中老人选购一些
新年礼物，可要么选不中、要么不敢选的情况让她很是尴尬。

近日，记者在多地采访时发现，当前有不少打着适老、为老、老年专
用等旗号的所谓老年食品、用品，存在欺老、坑老等问题。我国老年用
品市场活力尚未充分激发，有效供给能力难以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的
消费需求。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品号
称为老、适老，实则不然。

一些为老用品质量堪忧、可
能伤老。家住长春的李丹为奶奶
网购了一款价格近300元的“老
人专用”助听器，奶奶佩戴后常称
耳朵不舒服。李丹亲自试戴后发
现助听器内噪音很大，时不时还
会发出明显的“砰砰”声。“要不是
我及时发现，还不知道会不会伤
着老人。”李丹说。

有适老食品用“阴阳标签”、
瞒老欺老。记者走访多地超市并
检索各大电商平台发现，凡标识

“中老年适用”、糖尿病人专用的
食品其价格和销量都往往高出同
品牌普通产品不少。然而记者调
查发现，此类产品中有不少“阴阳
标签”。

在某品牌一款标识为“不加
蔗糖中老年豆奶粉”的营养成分
表上，记者发现每100克产品中
糖含量高达35克，并且产品营养

成分表下方还标注“糖尿病患者
及肠胃不适者慎用”字样。还有
一款打着适老旗号、自诩“低盐”
的蛋糕，其营养成分表中“钠”的
含量高达每100克481毫克，高
于国家“低盐”标准4倍。

南昌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
他特地为高血糖的父亲购买了一
盒在网页广告中号称不添蔗糖的

“糖尿病人定制款”食品，买来后
发现盒身标明的食品详细配料中
还是含有多种糖类，光食品添加
剂就有30多种。“这要是老人不
慎吃伤了身体，我们做儿女的得
多自责啊。”

有保健类骗术仍在发生，诈
老害老。长春市民萧红女士告诉
记者，自己的母亲在某“健康公益
讲堂”上被洗脑，迷信一款“老年
人理疗仪”并花数万元购买。萧
女士向记者反映：“钱倒是其次，
母亲至今迷信该仪器，生病拒绝
就医，太害人了。”

■ 老年用品好用吗？

据权威机构数据，2018年我国已有
60岁以上人口2.49亿，70岁以上人口
1.67 亿。多名专家认为，近年来我国
老年用品市场有效需求越来越大，但
目前该产业在创新设计、质量控制、生
产工艺、定价策略等方面都无法满足
现实需求，这也是当前不少市场乱象
的根本原因。

——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品种类
较少。国内老年用品领域从业多年的
江苏常州佰悦中心项目主任邢东风告
诉记者，“国内目前发布生产的老年用
品不足万种，相比同期一些国家有4万
多种，全球老年市场则约有6万多种，差
距很大。”

——缺少行业质量标准，生产工艺
较差，产品质量不高。中国老龄科学研

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告诉记者，当前国
内相关制造工艺水平普遍偏低，研发投
入不足，产业链条不全，导致目前市场
上现状是——老年人想要的产品没有，
有的产品则普遍质量不高。

——“价格战”拉低品质，质量监管
乏力，产业低水平循环。邢东风称，出
口国外的代工厂产品的质量明显高
于国内自主品牌产品，但价格却高出
40％－50％，国内老年消费者“不大
买账”。为迎合省钱心态，一些国内
自主品牌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惜牺
牲品质来打“价格战”，一旦质量监管
兜底不力，将直接影响老年消费者的
权益。业内人士认为，我国部分适老
化改造产品质量问题频出的重要原
因正在于此。

■ 创新弱、工艺差、价格战致产业陷低水平

■ 提质扩容靠定标准、强监管、增信心

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