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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杂物
百货，记者注意

到，在信建里小区的
养老驿站还陈列了不

少适老用品。如不同粗细
规格的扶手、防滑垫、折叠凳、

拐杖、各式品牌护理垫等，方便
老人选购，物业还可上门安装维
护。

孙学铭指指“买不到柜台”，
里面有几盒橡皮泥、折叠纸条、
硕大的跳棋。这些是老人想要
玩儿，请他帮忙买回来的。“专门
的老年用品店不太好找，要是太
个性化的，我就得四处打听了。”

记者搜索“老年用品”，发现
玉泉北里一区9号楼，有一家“北
京市老年用品展示中心”。中心
于2016年12月开业，是全国首
家专营老年用品的超市。

然而到了现场，绿地白字的
牌匾醒目，玻璃门却已上锁，内
里一片空荡。“早都关门啦！”坐
在楼外石礅休息的郭姐见记者
张望，主动告知。郭姐说，自己
曾在展示中心做了两年多保洁，
疫情期间回了老家，今年春节后
又到北京。原想还来这里工作，
却发现已经关停一年多，她便在
附近一家办公室继续做保洁。

旁边商户证实了这一说法，
大家分析，店铺关门有疫情的原
因，但郭姐疫情前在这里工作
时，观察到生意就不是很好。“老
人看一看，转一转就走了。”资料
显示，展示中心经营面积约5000
平方米，开业时有50余家商户入
驻，产品达6000多款。到2019
年，便有近半商户退出，产品剩

余2800款。最终，还是黯然离
场。

“现在老年用品店真是不多
了。”在强佑大厦一层，鹤逸慈和
平里店的负责人黄健分析，不知
道、不舍得、有忌讳等，可能是养
老产品销售不旺的主要原因。
作为成立20余年的老牌老年生
活用品公司，鹤逸慈最多时有
十几家店面，最少时仅剩两家
店。

接尿器、穿袜器、滴眼辅助
器、牙齿扩张器、防褥疮布套
……记者看到，店里围绕半失
能、失能老人需求的小物琳琅满
目。一把勺子，加热勺把，就可
以任意弯曲，方便老人调整成合
适的使用角度。适老化样板间，
装有电动升降灶台，老人坐在轮
椅上也可以洗切炒菜。

黄健介绍，这些小物大多是
进口的，能切实为老人生活提供
便利，老人接受度却比较低。“觉
得这东西没见过，还挺贵，不敢
买。”目前，鹤逸慈走政府合作路
线，由残联、街道等提供场地，没
有租金压力，慢慢又恢复到五家
店，但利润依然微薄。“做老年人
相关服务确实很难，他们的要
求，又简单又复杂。”

不过，一些变化还是在悄然
发生。黄健称，诸如护理床等一
些大件，销售情况比较好。“有越
来越多的子女来帮老人购买，愿
意让老人更舒适，照顾更方便
些。网上看不到实物，店里品类
比较全，可以体验，比较有优
势。”

（北京晚报）

““买不到柜台买不到柜台””想着老年人想着老年人
老物件儿价格不贵老物件儿价格不贵，，却带来十足幸福感却带来十足幸福感

带有一定“老年特色”的物件儿，老人
好买到吗？在北京信建里小区超市，有一
个“买不到柜台”，专门准备各类日用杂物、
适老物品。在这家小超市里，老物件儿价
格不贵，却带来十足幸福感。

信建里小区6号楼旁，有一座养老服务驿站。
推门入内，迎面就是一组玻璃柜台。细密的“篦
子”、暖瓶塞……方寸之地，摆的东西可不少。柜台
上立着一个小牌，写着“买不到柜台”。

“都是老人平时买不到、不好买的东西，我们
帮着给寻摸来的。”养老驿站负责人孙学铭告诉记
者，首华物业接管信建里小区后，整合利用小区内
物业闲置资源，改造升级的“物业+养老”服务项
目。去年尝试着推出“十元理发”，特别受欢迎。
社区和物业萌发想法，要继续替老人做些代买代
办等延伸服务，这便是“买不到柜台”的诞生缘由。

信建里小区824户居民，老年人近600人。老
人想买点儿什么，通常就是去附近超市、商场，不那
么好找的东西互相问问，不知道也就算了。“买不到
柜台”牌子一摆，马上就有老人找来，怀着试试看的
心情描述想要的物件儿。

“有老太太说，想要篦头发的，齿儿要特别
密。有的想要大号的针和棉线，现在市场上的针
都小，老人用不了。还有的要暖瓶塞、门鼻儿、松
紧带……”孙学铭介绍，老人要的东西五花八门，
物业通过各种渠道尽力搜罗，买多了就留下来，
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柜台。为方便老人，还引入二
八酱、五常大米等产品，记者探访时，正有居民过
来购买核桃。

若说采买难度最高的，孙学铭印象中是鞋的
“乌眼”，也叫气眼，是一种金属圆片，用于在棉鞋
布鞋上固定鞋带。老年人过日子仔细，说修补一
下鞋还能穿。不过这样的小东西，网上都搜不
到。大家发动同学、朋友，从温州那边买来一包。
交到老人手里时，老人很是意外。“还真找着啦！”

“我这线坏了，找来找去没有合适
的，都插不上。”

“这根线应该行，10块钱，您回家试
试，用不了拿来退。”

在新街口市民服务中心二层角落，
51岁的余先珍，正热情接待着一位花白
头发的大妈。大妈想配根电锅的线，余
先珍瞥了一眼旧线，马上翻找出合适型
号交到她手上。

余先珍身后，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店
铺堆叠满当，足有几百样货品。原本，
余先珍就做了20多年杂货生意。五年
多前，服务中心开业，她的店铺搬进来，
挂上“小物超市”的招牌。遇到顾客需
要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上货时她会帮忙
寻找买回。由于顾客多是念旧老人，日
积月累，市面上愈发少见的物件儿，在
她的店铺都保有一席之地。

细细看去，这间小店犹如“百宝
箱”。台面上，一摞丝瓜瓤最是抢眼，

“老人特别喜欢，别处没地方买。”余先
珍说，这是她从老家做了带过来的，颜
色没那么白，胜在纯天然。旁边一大盒
老式擦脸油，带着朴实的岁月痕迹。紧
挨着的“小皮套”，估计就很少有人认识
了。“冬天手指容易裂，抹上油，套上塑
胶套恢复得快，还不影响干活儿。上回
有位老人看到连声称好，一口气买了8

包。”
后面的货架，主打一个实惠灵活。

暖壶瓶塞、胶皮、瓶胆可以分开买。打
气筒的气管坏了，单买一个换上就行。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余先珍拿起一个
塑料圆盘，上下可以拧开。见记者摇
头，她笑着揭秘，“估计你们都没见过，
穿坏的衣服老人舍不得扔，裁成布条，
一端放进来拧上螺丝，就能自制墩布。”

这些物件，超市商场没有，老人不
会网购。就算会，有的太便宜，算上运
费不值当，而且质量不能保证。

当然，很多小物即便不买，其实也
不怎么影响生活。但余先珍发现，当老
人找到某样惦记的物品时，喜悦神情会
溢于言表。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人
特意从门头沟过来，就为了买老式高压
锅上的易熔片。那是一种指甲大小的
灰色圆片，只要几毛钱。

“在我这里找到了，他可真高兴！
他说高压锅就值几十块钱，但用得久
了，有感情。能帮到别人，我也很高
兴。”在余先珍看来，小店犹如一个中
转站，边做生意，边守护着老人们的
情怀。“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把东西备
齐全，不过还是辐射范围有限，大部
分顾客住在周边，离得远就不一定知
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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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不到柜台买不到柜台””的部分陈设的部分陈设。。

加热勺把就能自由弯曲的勺子加热勺把就能自由弯曲的勺子。。

余先珍展示余先珍展示““墩布头墩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