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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单要让老人住得安
全、舒心，更要关注他们的健
康。“目前我国正在步入老龄
化社会，涉及老年人的商业
市场很庞大。”市人大代表、
江阴市青阳中学教师表姚红
军注意到，在老年人保健品
行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催生
了虚构疗效、夸大宣传、消费
欺诈、制假售假等一系列“坑
老”问题，危害老年人利益和
健康。去年两会，姚红军带
来关于加强老年保健产品市
场监管的建议。时隔近一
年，这一民生建议落实如何？

穿袜子可以降血压，上
百一双；被子盖了会健康，上
千一条……走访调研中，姚
红军发现一些不法商人利用
老年人追求健康而辨别判断
能力相对弱的特点，夸大功
能，欺骗、诱导老年人购买所
谓的万能“保健品”、高科技

“治疗仪”，骗取老人钱财。
以高电位治疗仪为例，网上
同类产品最贵的是4500元
左右，但在保健品专卖店要
卖到1万多元，而且商家声
称该产品不在网上销售，只
能从保健品专卖店购买。姚
红军特别提到，有些商家在
卖保健产品的同时还卖高额
理财，实为非法集资，“老年
人平时省吃俭用，但对购买
保健产品却不吝啬，付出大
量金钱不但没有购买到相应
效用，还引发了很多家庭矛
盾。”在姚红军看来，老年保
健产品市场乱象严重危害民

生，加强监管箭在弦上。
针对老年保健产品市场

秩序混乱的情况，今年以来，
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10部门加大保健市场整治
力度，系统运用多部门多部
法律法规，依法查处一批虚
假宣传、广告违法、价格违
法、无证无照经营、制售假冒
伪劣产品、侵害食品安全、非
法行医的违法案件。据统
计，“百日行动”期间，全市累
计出动检查人员9423人次，
检查社区、公园、广场等人员
密集场所984个，检查宾馆、
酒店等重点场所1673家，检
查保健类店铺2668个，检查
旅游景区、农村集市、城乡结
合部等重点区域821个。截
至去年12月底，全市各级各
部门共立案 233 件，案值
4144余万元，结案88件，罚
没款1715余万元。

然而，保健市场乱象绝
非一次性专项治理就能根
除，需要监管部门发挥职能，
综合施策，持续发力。据悉，
下一步全市多部门将协同合
作，继续深化监管排查，重点
检查是否存在虚假宣传、虚
假广告、制售假冒伪劣产品
等扰乱市场秩序、欺诈消费
者的各类违法行为。同时，
继续加大执法力度，对重点
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
展联合执法、精准打击，规范
保健市场秩序。

（晚报记者 蔡佳 袁晓
岚/文、摄）

让老年人住得安全舒心、吃得健康放心

无锡为民办实事探索提速“适老化”
随着老旧小区老龄居民人数的不断增加，起床如厕费劲、冬天洗澡困难、小区设施适老

性低、老年人出行困难等问题也日益显现。如何让老年人住得安全舒心，吃得健康放心，让
老年人在老旧小区中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在过去的这一年中，无锡通过各项为民办实事项
目不断探索为“适老化”提速。

“别看这个夜灯小，可
是派大用场了！”家住梁溪
区山北街道惠华新村的许
龙英老人今年已经91岁高
龄，听说记者来采访适老化
改造，乐得像个孩子似的领
着记者这里看看，那里瞧
瞧。床边的扶手和感应小
夜灯是她的最爱。进门处，
一张多功能换鞋凳吸引了
记者的眼球：下面两层放鞋
子，而最顶层是软座垫子。
许阿婆说，有了这张换鞋
凳，换鞋时不用再扶墙弯
腰。这样的适老化改造，在
许阿婆家中还有很多处。

惠华新村是70式老新
村，许阿婆家在最顶层 4
楼。老伴去世多年，两个
儿子又都不在身边。由于
年事已高，起床、躺卧一年
比一年吃力。特别是晚上
起夜半天摸不着灯很是急
人。改造前，卫生间是蹲
坑，每次蹲下起身很吃力；
卫生间内部有地台存在高
低差，洗澡打滑很危险；淋
浴头坏了，而且没有暖风
设备，冬天无法在家洗澡；

水电线路杂乱，存在安全
隐患。作为无锡市 2019
年为民办实事帮扶济困项
目，无锡对市区像许龙英
这样的特定困难老人家庭
住宅生活设施实施适老化
改造，每户给予最高不超过
8000元的政府补贴，为省
内最高标准。

梁溪区是无锡市的老
城区，不少老小区房龄在30
年左右，房屋设施陈旧，环
境复杂，改造施工难度大。
施工方福康通项目经理白
伟铭介绍说，改造前对老年
人家庭的空间环境、身体状
况、自理能力等进行评估，
做到一户一案，围绕助力、
出行、防滑、助浴、安保等方
面，设计改造方案，采用“菜
单”式解决方案，老人可根
据自身需要选择不超过
8000 元的改造内容。同
时，将智能照护系统作为必
选项目,包含卫生间及卧室
床头安装呼叫抱紧按钮、厨
房安装燃气报警器、客厅安
装烟感报警器、门头安装门
磁、卧客卫生间分别安装人

体红外感应仪等，老人发生
危险时会立即报警，并第一
时间通知事先设置好的紧
急联系人，最大程度保障老
人安全。

据了解，市区特定困难
老年人家庭住宅实施适老化
改造惠及700多户，超额完
成预定目标，明年适老化改
造项目还将继续深入推进。

市人大代表、梁溪区北
大街街道文体中心主任吴
韶说，对于老年人尤其是独
居老人来说，适老化改造提
高了他们的生活安全系
数。在吴韶看来，只有把扶
贫的目光锁定在困难群众
身上，通过实地走访，倾听
了解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和
帮助，从而精准扶贫，让民
生问题真正落地，才能把为
民办实事办好、办实。她告
诉记者，自己的帮扶对象中
就有孤老家庭，在平日的走
访中深有体会，比较了解他
们的所需所想，因此，今年
两会期间，她考虑从失独家
庭和独居老人的角度提一
些建议。

让老人生活得更舒心，
既要重“里子”也要顾“面
子”。除了居家住宅，“适老
化”改造还进一步延伸到老
新村、旧住宅。调整小区车
位与绿化比例、挤出地方做
游园、铺设不积水的广场砖
……一个个小变化、小细节，
给老年人营造了更安全、更
便捷的居家养老环境。

位于上马墩路与李巷
路交会处的西塔影苑始建
于上世纪90年代，该小区人
口老龄化程度较高。记者
来到西塔影苑，看到经过改
造后的小区焕然一新，顺着
彩色步道来到该小区中央
的绿地游园，只见跳跃的喷
泉落在假山上溅起晶莹的
水珠。此时，几位在此游玩
的老人连连称赞改造后的
小区像公园，小游园成了老
人们最爱的中心地带。

“我们脚下是个雨水蓄
水池，喷泉水就是从这里出
来的！”梁溪区旧住宅改造
项目部部长龚晨磊告诉记
者，通过将海绵城市改造
和宜居住区建设相结合，
因地制宜设计了一套雨水
回用系统。利用雨水收集
系统回用雨水，再利用管

线铺设增加喷泉景观。晴
天 时 ，则 可 用 于 绿 植 灌
溉。他指着广场的地面
说，铺设这种广场砖不会
积水。与此同时，停车场
也做成了透水地坪，即便
下大雨也不会积水。改造
中，还通过科学设置、重新
划分增加了27个停车位。

龚晨磊介绍说，2019年
是宜居住区建设的启动之
年，梁溪区涉及面最广。今
年 ，该 区 对 总 建 筑 面 积
70.34万平方米的34个小区
进行了改造，将有条件、有
改造基础的老旧小区打造
成“舒适、便民、安全、宜居”
的宜居小区。与以往宜居
住区改造不同的是，该小区
外墙涂料全部采用防水弹
性乳胶漆。不仅可以防水，
耐久性也更强。“墙面一翘
皮，衣服容易蹭到灰！ ”此
次改造先对内墙楼道面墙
皮进行铲除，重新批腻子，
最后上内墙乳胶漆，确保新
粉刷的美观和耐久性。此
外，还更新了小区消防栓。
目前，西塔影苑小区已成为
省级宜居示范居住区和省
级海绵重点改造小区的“双
料”小区。

在梁溪区人大代表、北
大街街道丽新路社区党总
支书记林水芳看来，通过打
造宜居社区建设、棚户区的
改造等为民办实事，改善了
民生，改变的是宜居温度，
也是民生温度。有着多年
基层工作经验的她感慨道：
自己所在的丽新路社区，是
一个征收拆迁社区，原来在
丽新公房居住着1100多户
居民，每到下雨天，家里就
可能遭遇浸水、房屋漏雨；
征收拆迁后，不少居民住房
得到了超越性的改善。同
时，新小区的建成，令整个
地段焕然一新，居民生活的
环境越来越好，出行也更便
捷，沿着大运河走走，河道
干净整洁，心情也大不同。

林水芳说，为民办实事
期待更多的延续性和稳定
性，特别要从注重民生需求
出发，比如提升小区建设的
物业管理水平，在有条件的
小区建立免费健康小屋，让

“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
康复回社区”得以实现。同
时，也希望通过社区及居民
群众的积极参与、创新治
理，为打造宜居之地、生活
之城共同努力。

34个旧住宅区改造“舒适、便民、安全、宜居”

“小”夜灯“大”用场：700多户“适老化改造”政府买单

严打“专盯”老年人保健市场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