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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内商业调查机构统
计，目前老年人服装存在品种
少、价格高、款式旧等问题，
与老年人需要合体、舒适、美
观的日常服装服饰以及展示
自我的个性化需求之间存在
较大的落差。同时一些调查
数据还显示，老年人购买服
饰 渠 道 多 样 ，网 购 超 过
50%。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
时代，老年群体的消费行为呈
现出新趋势。

某专营中老年服装的商
场负责人表示，老年人在购买
服装时不仅可选择余地小，而
且服装老套、款式呆板、颜色
单调，缺少美感，形成了买不
到称心服装的“高不成、低不

就”的尴尬现状。“老年顾客对
服装的迫切需求给予我们极
大的动力，我们为老年人‘按
需定做’。另外通过商场环境
的装修设计、陈列展示可以给
中老年人直观的审美冲击，导
购人员还可以依据进店的中
老年人的体型、气质特点，给
出专业的搭配建议，质量的保
障、合理的价位、良好的服务，
这些都是有别于线上销售的
最大特点。 ”

业内人士认为，老年服装
市场目前确实存在短板。商
家应该更重视满足老年群体
消费升级的个性化需求，提高
服饰的时尚度和舒适感。

（老年生活报）

在我们身边，活出年
轻模样的老人比比皆
是。有的活跃在各种志
愿服务中，迸发出青春热
情；有的环游世界，表现
出强烈的探索和求知欲；
有的穿着时尚地走上T
台，显得自信而阳光。乐
于奉献，敢于创新，勤于
学习，意气风发，忘记了
年龄，也忘记了衰老。

这从老年人的消费
上可见一斑。他们愿意

为自身消费，追求“自我
享受”，上网逐浪也不甘
人后。统计显示，2021
年，我国50岁以上网民
占比接近30%，老年人互
联网使用率超过20%，成
为线上消费增长的重要
领域。尤其以“60”后为
代表的低龄老人，呈现出
健身、旅游、美容、瘦身等
多种独特的健康消费特
征，且随着疫情的变化，
低龄老年人对健康的重

视程度越来越高，“网购
健康”成为潮流。

大部分受访者都认
为，年龄只是数字，不管
是60岁，还是 80岁，都
可以活得很精彩。而对
于子女来说，也不必过于
强调父母的年龄，不必刻
意让父母什么也不干，而
应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这样更有利于
他们的身心健康。

（综合）

品种少、价格高、款式旧——

老年人买可心服装老年人买可心服装，，有点难有点难！！
最近各大线上、线下的商家

都在酝酿消费大促销，在这场初
夏消费狂欢中，不少商家打出“银
发经济”牌。老年人的参与程度
如何呢？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相当多
的老年服饰商品被消费者“嫌
弃”，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穿
衣打扮方面向着年轻化改变，蹚
出一条新的“购衣路线”。

“你怎么又给我买了件这
样的上衣，我有一件差不多的
了。”面对女儿拿出来的新衣
服，67岁的于红没有任何惊喜
可言，别说于红不惊喜，就连给
妈妈买衣服的女儿也说：“我买
的时候也感觉似曾相识。”打开
自己的衣柜，于红感叹，衣服大
同小异，新衣服也穿不出新鲜
感。

和于红有同样感触的人不
在少数，“去商场转一转，老年

人服装一是少，二是大同小
异。从网上买的话，情况差不
多。便宜的不想买，毕竟质量
也是很重要的。有些好看的、
独家设计的，价格也都挺高的，
偶尔买一件行，买多了负担不
起。挑到一件价格合适又符合
自己气质、年龄的衣服太难
了。现在是老龄化社会了，还
是应该多生产一些符合老年人
需求的服装、鞋帽等。”70岁的
林芝说。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审美观的变化，也有很多老年
人并不认为“买衣服”是件难
事。69岁的张乃瑛买的衣服
经常被朋友要去“购买链接”，
她告诉记者，买衣服的诀窍就
是抛开“老年关键词”。“只要
我穿着合适，小店里也买，淘
宝上也买。我买衣服，一定会
抛开‘中老年’、‘老年’这样的
搜索词。这样一来，你会发现
选择的余地大了很多。有一
次，我给我外孙女买衣服，一

看还有大人的同款，我就给自
己和女儿也买了，成亲子装
了。”

另外，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有不少老年女士在“购买
不到合适衣服”的时候，转向
了另一个方向——“自己制
作”，根据自己的喜好，买到合
适的面料，制作出独一无二的
衣服。“我的很多春秋罩衫都
是自己编织的，用现在的话叫
自己DIY，出门不撞衫。”编织
爱好者王丽告诉记者。

同质化严重 新衣不新鲜

换个关键词 找合意服饰

观察

银发需求须重视 老年服饰待升级

到底多大岁数才算是“老人”？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年满60周岁的公民属于老年人。随着时代的进

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医疗水平飞速发展，人均寿命大幅提升，老年人的年龄划分
标准也在不断地更新。到底多大年龄才算得上老人？记者走访了部分年长者，“心
态”成为大家说得最多的词汇。

“以我自身的表现状
态来看，我觉得过了七十
岁就算老人吧。”孙云今
年72岁，在她看来，判断
老人的标准取决于精神
和体力。

“我喜欢爬山，退休
后，一连爬了十几年的
山，每次还专门挑野路
走，从没觉得累过。”孙云
说，七十岁后，自己的精

神和体力就感觉与以往
不同了。

“我们老两口都喜欢
旅游和摄影，等疫情过
后，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她认为，老年人在力所能
及的情况下还是要多活
动，保持好心态。

和孙云有同样想法
的还有马上七十岁的秀
玉，“进入七十岁算是老

年人了吧，有些游玩场所
免门票也是对七十岁及
以上老年人。”秀玉说，以
她观察，七十岁以下的人
普遍都蹦蹦跳跳挺年轻，
一旦过了七十就不敢
了。“我年轻时骑自行车
上班跑十里地，而现如今
孙子们买辆自行车，我看
着都不敢骑，骨头都不结
实了。”秀玉笑着说。

虽然人们都认同身
体上的衰老，但“不服老”
者大有人在，他们反而非
常享受自己的“第二春”。

“用数字年龄界定不
准确，有的人岁数不大心
很老，有的人反之！”今年
60岁的张燕是一名退休
教师，在她看来，是否是
老人不是取决于白发、皱
纹和一切外在的行为，关
键是心态，童心不老就能
乐而忘忧，能无形中延长
自己的青春与生命。“生

理年龄不可逆，但心理可
以保持不长皱纹，永远是

‘花季’。”张燕说。
正因如此，尽管已近

花甲之年，但张燕对一切
未知充满好奇，喜欢探索
大自然，也喜欢小孩子和
年轻人爱玩儿的东西。
她还曾走进西藏支教，让
她的退休生活充实而有
意义。

同样，即将步入六十
岁的谢家男也表示了心
态的重要性，“老与不老，

心态很重要，生理年龄可
以老，心理年龄不可老。
保持一个好心态，就不会
感觉自己已老。老是一
种感觉，平常身心不疲
惫，精力充沛，自己就应
该感觉‘我还行’，我还没
有老态龙钟。”谢家男表
示，当下，八十岁的健康
老人比比皆是，九十岁能
自理的老人大有人在，对
于进入老年的人来说，自
己要比年轻时还要更好
地照顾好自己。

多活动好心态 七十后悠着点

心态不长皱纹 何惧岁月风霜

打破传统观念 活出“年轻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