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编辑 王继洋 美编 王涛 校对 杜蕾快评02

邮箱：czmg668@126.com 来稿请注明联系方式，稿件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不服老，更容易享受老年生活的美好

□ 王继洋
“老年人也应该与时俱进，

跟上社会发展的潮流”。在车水
马龙的长沙街头，82岁的朱元亮
举着摄像机，一边取景一边对记
者说。近十年来，他平均一周参
加三次社会活动，自学了电脑和
摄像，还出过影集，拍摄制作了
近5000条视频……据新华网报
道，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
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不少像朱元
亮一样的老年人逐渐改变生活
状态，他们不再整日“围着儿孙
转”，开始为自己规划晚年生活。

在脑补朱元亮举着摄像机
与记者交流的场景时，不自禁地
想起了前段时间去杭州采访一

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的经历。
那位姓李的老太太，每年有三分
之一的时间都在旅途中，她独自
出发，规划自己的行程，在世界
各地参加一些活动。与我们采
访组交流时，她思路清晰，时常
抛出一些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观
点，并且在交流中让人感觉很舒
适，丝毫感受不到代沟的存在。
她说，给自己制定的计划是70岁

“退休”，但看她忙碌的样子，估
计这“退休”时间延迟的可能性
比较大。

遗憾的是，更多的老人出现
在新闻中的时候，不是不服老，
而是倚老卖老，比如说霸座，比
如说广场舞抢地盘等。“传统老
人”多数是服老，或是只围着子
孙转，或许是只待在家里，或是
不再学习。比如今年9月的时
候，有大连媒体报道了一位86岁

的老人，反复乘坐公交往返终点
站就是不下车……我们拿86岁
的老人与年近七旬的那位李姓
老人相提并论显然不够公平，但
精神上的不够“富裕”，正在影响
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不争的
事实。

如今，我们说起老年生活，
脑海里出现的恐怕多数都是广
场舞、打牌、下棋、钓鱼，给人的
感觉是热闹有余，技术含量不
足。正是这种略显单调乏味的
老年生活，让他们成为保健品骗
局、网络电信诈骗的目标人群和
受害者。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
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老人
觉得自己退休之后，就彻底服
老，努力追求安逸、舒适的生活，
失去了与时俱进的动力，然后慢
慢与社会脱节……

相比之下，那些紧跟社会潮

流、不服老的老人，就变得让人
钦佩不已——— 他们紧跟时代的
步伐，紧跟社会发展的潮流，流
行什么学什么，一点也不输年轻
人。如今，这样的老人被称为

“新老人”，他们拥有自己精彩的
晚年生活，让人感受到晚年生活
同样可以做到“太阳每天都是新
的”，同样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
让自己变得漂亮，也让自己变得
富有吸引力。

其实对于老人来说，学到什
么，学到什么样的程度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享
受到快乐，因为有事可做，能够
学到新的技能，交到新的朋友，
能够让自己找到新的乐趣，享受
到高质量的生活品质，也让老有
所乐得到真正的体现。可以说，
只要有了不服老的心态，才更容
易享受老年生活的美好。

其实对于老人来说，学到什么，学到什么样的程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享受到快乐，因为有事可做，能
够学到新的技能，交到新的朋友，能够让自己找到新的乐趣，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品质，也让老有所乐得到真正的体现。
可以说，只要有了不服老的心态，才会享受老年生活的美好。

城市“实力宠粉”树立公共服务新形象
时下随着全域旅游的到来，游客愈发重视休闲娱乐、品质服务，对景区、公共服务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在社交媒体的

加持下，拥有好口碑、高水准的景区、城市，亦受到游客热捧。相比之下，那些将游客当成“唐僧肉”来宰割，对旅游服务质
量不重视，对游客缺乏尊重的景区和城市，也该醒醒了，学习重庆、扬州等城市“实力宠粉”，才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正道。

□ 江德斌
据《重庆晚报》报到，国庆期

间，重庆解放碑、朝天门、洪崖洞、
南滨路等地旅游人气爆棚的照片
和短视频刷爆各大网络平台，吸
引全国海量网友点赞和评论。10
月3日，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文
化旅游委分别发布“温馨提示”，
请广大市民把更多空间留给外地
游客，受到广大市民的积极响应，
市民纷纷表示理解支持。

重庆市“实力宠粉”，以“游客
为本”的做法，着实收到了成效，
全国网友纷纷点赞，为重庆市打
call，认为太贴心了。重庆也因此
成为国庆“黄金周”期间的热门旅
游城市，游客纷纷涌入重庆各地
旅游、消费，据重庆市文化旅游委
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长假全市
共接待境内外游客3859.61万人

次，同比增长10.6%；实现旅游总
收入187.62亿元，同比增长32.8%，
显然游客用实际行动投了一票。

为了迎接广大游客的到来，
重庆市腾出一座城，号召本地市
民错峰出行，以便腾出更多空间，
让外地游客玩得更舒心。同时，
重庆市还实施了分层控制、进出
分流、外围疏导等措施，将重要交
通枢纽千厮门大桥变成“世界最
大人行跨江大桥”，供游客拍照。
各种“花样宠粉”政策落在实处，
注重全方位服务，于细微之处做
精做细管理服务，提高重庆旅游
美誉度和吸引力，树立起了公共
服务新形象。

无独有偶，不仅是重庆市在
“花样宠粉”，其他城市也有相应
“宠粉”政策。国庆长假期间，扬
州市、衢州市、潮州市、四川都江

堰、浙江开化、杭州千岛湖镇城区
等地相关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在
国庆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扬州
政府食堂对游客开放，工作人员
还在食堂的角落放置了旅游指
南，游客可享受充电宝租借、茶水
供给等配套服务。衢州市机关食
堂和内部超市也向游客开放，出
售丰富多样的套餐、配菜、“三衢
味”特色产品。

这些针对公众出游的细心服
务，为广大游客提供方便，减少停
车、用餐等后顾之忧，让游客真正
产生宾至如归的感受，收获了满
满的真诚与尊重。同时，机关单
位打开门接待游客，有利于祛除
政府机关的神秘魅影，也体现出
各地城市公共服务意识的升级，
不再单纯将“黄金周”当成假日经
济，亦认识到服务游客、民众需求

的迫切性，让公众出行旅游更舒
心、放心，对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
的满意度，亦会随之上升，这何尝
不是一种良好的城市形象宣传。

每年国庆“黄金周”期间，都
是旅游出行的高峰期，高达数亿
人次的出游，对旅游经济起到很
大的促进作用。时下随着全域旅
游的到来，游客愈发重视休闲娱
乐、品质服务，对景区、公共服务
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在社交媒体
的加持下，拥有好口碑、高水准的
景区、城市，亦受到游客热捧。相
比之下，那些将游客当成“唐僧
肉”来宰割，对旅游服务质量不重
视，对游客缺乏尊重的景区和城
市，也该醒醒了，学习重庆、扬州
等城市“实力宠粉”，才是旅游经
济发展的正道。

警惕潜藏于内心的
炒商品冲动
□ 罗志华

据《成都商报》报道，在成都
街头，喜欢穿华丽可爱、颇有些欧
洲中世纪贵族风格裙装的女孩越
来 越 多 ，这 类 裙 子 风 格 叫 作

“Lolita”。一条火爆裙子炒上十万
元，普通的1000多元购买的裙子
转手就卖4000元至5000元，原价
300多元的二手玩偶背包也要上
千元。这种现象被外界称为“炒
裙子”，还配了个颇有意思的专有
名词“炒Lo股”。

一段时间以来，热炒商品的
现象在社会上轮番上演：先是“炒
鞋”，某些款式鞋价出现“十天九
倍”的涨幅，足见其火爆的程度；
接着是“炒盲盒”，很多人都不知
道盲盒为何物，但同样被炒得炙
手可热，跟风炒作者众多；如今又
出现“炒裙子”，这类中世纪风格
的裙装毫无新潮可言，但也能勾
起民众热炒的欲望，火爆款裙子
炒到了11万元。

短时间内集中热炒多种商
品，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存在坚
实的基础。比如“炒裙子”现象，
几年前就已存在于喜欢这类商品
的小群体当中，只不过对此感兴
趣的人太少，引不起社会的重视，
如今“炒裙子”突破了原来的小范
围，才被人们所了解和关注。也
就是说，因为存在炒商品的广泛
基础，才会出现短时间内集中热
炒多种商品的现象，相信“炒裙
子”不会是最后一个，接下来其他
商品也可能被热炒。

种种迹象表明，炒商品的这
股风并非自动刮起，很可能有人
故意操控。从“炒鞋”中就可以窥
见端倪，鞋厂和囤积大量现货的
人，会因“炒鞋”盛行而在短时间
内获取暴利，他们当然愿意点燃
或吹旺“炒鞋”这把火。其他炒商
品现象也是如此，都存在巨大的
利益，也难免会存在人为操控的
现象。并且，一些使用范围很小
的商品看似不值得一炒，其实不
然，它们反而符合物以稀为贵的
市场规律，只要调动起民众的参
与热情，赚钱会更容易。盲盒和
中世纪风格裙装虽然知之者甚
少，但并不影响它们成为热炒的
商品，原因就在于此。

炒商品的暴利具有很大的诱
惑，让一些人不顾风险跃跃欲试，
再加上侥幸心理让人误认为，快
进快出、见好就收，就可做到借机
捞一把。然而，击鼓传花的鼓点
说停就停，价格被炒得畸高时，商
品砸在自己手里，损失将难以避
免。炒商品冲动强烈的人，假如
不时时压制这类冲动，就很容易
被人利用，掉进精心设计的套路
当中。

对市场中的类似炒作行为，
职能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及
时亮出监管之剑，化解各类炒作
给市场带来的风险。相关部门和
行业协会应加强监管和引导，对
其中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依
法从严打击，同时加强消费及投
资警示，以防范不明真相者为

“炒”所伤。品牌商也应当出台相
关措施，防止被市场炒作者利用，
从经营者角度履行保护消费者
权益之责任。

国庆节前一个月，小樱照旧和闺蜜订好了去国外的
机票。但是节前一个星期，小樱爸妈突然带着奶奶到了
杭州，接着又住进了医院，说是奶奶检查出心脏不太好，
需要搭个支架，手术时间都排出来了，但是奶奶死活不肯
上手术台，除非要小樱答应一个要求：带男朋友过来。

据10月8日《都市快报》

奶奶病重需手术，
孙女术前直叫苦。
单身居然成罪过，
以爱绑架不足取！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王继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