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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次参与直播购物的孙阿姨
不同，家住草厂四条的丁阿姨显然对
这种购物方式更为熟悉。2020年 3
月，她手机里的诚和敬养老驿站微信群
发布了一条直播带货开播的消息，闲来
无事的丁阿姨便点击链接看了看。“哟，
这不是小刘站长吗？”平时经常在驿站
见到的站长刘宝三一下子变成了带货
主播，丁阿姨觉得很新鲜。因为直播里
卖的东西挺合自己的口味，在那之后，
丁阿姨逐渐成为了直播间的忠实观众，
也经常对喜爱的产品下单。

丁阿姨还记得，她第一次看直播
时，就在主播的推荐下买了一份羊蝎
子半成品，在家做了之后还获得了家
里人的称赞。“其实做法非常简单，只
需要把肉和料包一起倒进锅里就行。
如果是自己买肉炖，还得头疼买什么
配料，太麻烦了。”

像这样的“硬菜”半成品，丁阿姨
此前逛超市时很少会留意。“主要是不
熟悉，怕买回来不会做。”但在看直播的
过程中，主播一直在强调产品“烹调方
法简单”，这才让丁阿姨有了买一份试
试的想法，结果犹如“打开了新世界”。

63岁的丁阿姨是胡同的小巷管
家，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自己买到好
东西了，她也乐意去给别人推荐。有
的邻居年纪大，不会用手机，她就把直
播带货的事情解释给人家听，还真有

好几个邻居愿意让她帮忙代买。就这
样，丁阿姨有时看直播会下好几单，既
是给自己买，也是帮其他人买。

有几次，丁阿姨要在胡同里坐岗
值班。没什么事时，她还会打开手机瞧
两眼直播。一旁有老街坊看见了“新鲜
玩意”上前询问，丁阿姨就会把看直播
的方法教给对方。丁阿姨成了直播的
宣传员，发展出了好些个新观众。

诚和敬养老驿站的直播带货，已
经做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既是带货主
播、又是诚和敬驿站草厂站站长的刘宝
三表示，去年3月正好是疫情比较严重
的时期，很多老人不便去超市、菜市场，
公司想到了开通线上渠道方便老人买
一些生活必需品。而之所以会采用直
播带货的形式，是认为这样既能给老人
讲清楚又能拉近和老人之间的关系。

“事实也证明，老人对我们的直播还是
很认可的，我们也有了一批比较固定的
受众群体。”

做直播的过程中，驿站也在不断
根据老人提出的建议进行着改善。“比
如直播开始时间，一开始是八点半，有
老人觉得太早了。后来调到下午和晚
上，老人们又有别的事要干。”最终，
公司把直播时间定在了早上十点，这
时正好是老人外出遛弯回来，在家比
较清闲的时间，更符合老人的生活习
惯。

刚过完年，张先生就来到
了三个上海名医开的医院——
易可中医院，向该院创始人之
一、上海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
师谭德福教授表示感谢。

原来，去年12月张先生听
说谭德福教授开酒方治疗类风
湿病有一绝，就带着患病的老
父亲找到了谭德福教授，采用
酒方治疗，过年期间晨僵、疼痛
缓解，如今又来找谭德福教授
续方。

谭德福教授介绍，他给张
先生父亲开的酒方里，有多味
土家族民族用药，如白三七、扣
子七、头顶一颗珠等土家族

“七”药，能缓解关节僵硬和畸
形，但由于这些药材多在土家
医中流传，且产在湖北神农架，

很多人不知道。谭德福教授就
是地地道道的土家族人，对于
土家族传统用药研究颇深。

但同时，他也强调，人的体
质不同，选用的药物也有讲究，
一定要医生辨体之后才能开酒
方。 （江南）

直播专场有了“银发元素”

老年人这回能放心下单吗？
“大家看一看啊，这一整只的香酥鸭，我从盒里拿出来的时候都

已经闻着里面的香味了。”伴随着主播绘声绘色的讲解，手机屏幕前的
孙阿姨第一次感受到了看直播带货的乐趣。现如今，看直播买东西已
并非年轻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老人也开始尝试用这种方式进行购物。

但相比于年轻人，老年人对产品宣传的分辨能力并没有那么强，
一旦遭遇“货不对版”，很可能在退款或维权时遭遇障碍。专家提示，直
播平台应该加强对直播带货间的监管，也应该为老年人开辟更加流畅
的售后服务渠道。

其实，在看驿站的直播带货
之前，丁阿姨就有过一次直播购
物的经历，但结果却很不顺利。
当时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丁阿
姨无意间点进了一个卖衣服的直
播间，听着主播天花乱坠地夸赞
手上的“真丝衣”，丁阿姨有些心
动，最终付款买了一件。可到货
之后，丁阿姨才发现衣服根本不
是真丝材质，而是普通的棉织物，
这让她感觉受了骗。

更让丁阿姨生气的是，后来
她找到直播间客服想要退款时，
却总是联系不上人。好不容易找
到人了，客服却屡屡跟她扯皮。

“他们一口咬定衣服就是真丝的，
这我还能分不出来吗？”气不过的
丁阿姨，还跑到直播间里发弹幕
说主播“坑骗老人”，劝其他人不
要上当，结果还被主播禁了言。
再后来，丁阿姨甚至发现这个直
播间都没有了。“没准是捞一波捞
够了，跑了。”

正因为这次伤心的经历，丁
阿姨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信任
直播带货。直到家门口的驿站开

起了直播，她才决定再试一试。
“毕竟驿站的人我都认识，还是比
较信任的。如果连他们都卖假
货，那我就再也不买了。”好在，驿
站并没有辜负丁阿姨的期望，她
之后的购物都比较顺利。

在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
会长赖阳看来，目前随着看直播
购物的老人越来越多，有一些主
播和厂商开始瞄准了这一点，推
出一些面向老人的直播带货。但
因为老年人对于产品宣传的辨别
力比较低，这样的直播更应该着
重受到直播平台的监管。“首先平
台应该有一套比较严格的审核机
制，一些明显带有虚假宣传性质
的直播间，就不能让其通过上
线。另外在投诉方式上，考虑到
老人用手机打字沟通的难度，平
台也应该给老年人开辟电话热线
这样更加方便的渠道，不能只靠
在线客服。如果老人在购物过程
中遇到纠纷，证实是直播间的问
题，平台应该督促带货方尽到赔
偿责任，维护老年消费者的权
益。” （北京日报）

“本来以为看直播买东西是年轻
人爱干的事，没想到我也参与了一回，
还挺有意思。”已经退休的孙阿姨，前
段时间受朋友的推荐，在网上看了一
场以“银发消费”为主题的直播带货活
动。“人家告诉我几点开始，我就拿着
手机等着，到点了一扫二维码，就进直
播间了。”

这场活动，是北京市商务局主办
的“北京迎春消费月”的其中一个环
节。活动当天，有8家餐饮、养老等领
域的企业入驻直播间，带来了40多款
经过精心挑选，专门为老人群体所准
备的产品。

“在餐饮方面，我们上架的都是同
春园、同和居、马凯这样老字号餐厅的
菜品，很受老人欢迎。下单后可以自
行到店取货，在配送范围内的还可以
预约送货到家，非常方便。”带货活动
的负责人介绍，参与活动的企业，都提
前对老年人的偏好做过调研，比如旅
行社上架的都是老年人比较喜欢的线
路，有些还加上了康养元素。“因为现
在还有疫情，这些旅游产品都设置了
比较长的有效期，老人买了之后可以
先囤着，之后再用。”

“做这次直播的原因，主要是考虑
到疫情改变了不少老人的消费方式。”
活动负责人表示，以前老人比较习惯

在线下买东西，但因为疫情时期在家
的时间增多，很多老人闲来没事，也逐
渐学会了网上购物。而选择直播这一
形式，是为了让主播能更好地对产品
进行讲解，方便老人挑选。

直播的另一好处，就是观众能和主
播一起互动。孙阿姨在看直播时，因为
没听清楚主播的介绍，就在直播间发了
人生中第一条弹幕进行询问。主播还
真的看到了这条弹幕，解答了孙阿姨的
问题，这也让她感觉“很受重视”。

看着主播在直播间里口干舌燥地
介绍着产品，孙阿姨总觉得应该买点
东西捧捧场。比对来比对去，她最终
下单买了一份酱牛肉熟食。“其实是因
为这个比较便宜。第一次参与，咱也
别一下子买太贵的。”原本孙阿姨还想
参与直播间里的1元秒杀活动，但因为
系统操作得还不熟练，最终没能抢上。

第一次参与直播购物，孙阿姨感
觉乐在其中。但在她看来，既然直播
会有像她这样的老人观看，主播在介
绍时也应该更注重老人的习惯。“说话
的声音还是应该再大一点，语速再慢
一点。”另外，这场直播总共持续了3个
小时的时间，孙阿姨只断断续续地看
了其中1个小时左右，“东西有些太多
了，没法从头看到尾。如果能精简一
些，分成好几场来卖会更好一点。”

类风湿关节晨僵、疼痛
老中医酒方让他过好年

给老人“带货”监管应更严

老字号直播瞄准“银发消费”

早十点直播老人最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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