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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何耀东和老伴吕梅芳在青
岛某小区住了近20年。但他们的房间
清清爽爽、整整齐齐，东西虽不少，但
每一样都摆放有序，完全没有印象中
很多老年住宅里“堆积如山的凌乱”。
深入交流后，记者得知，吕梅芳有一个
生活习惯——“定期断舍离”，这让他
们的房间总是能保持清爽整洁。

男主外女主内。吕梅芳虽说不上
有洁癖，但生活习惯极好，用过的东西
放回原处、买来的东西各归各位，时常
整理衣柜、写字台、厨房，不常穿的旧
衣物，该送人送人，该淘汰淘汰，绝不
让家成为“破烂和垃圾的堆积处”。何
耀东也跟着养成了整洁的习惯。

爱美的吕梅芳虽然老了也不时给
自己和老伴添新衣。为了不把衣柜堆
得满满当当，她跟老伴约定：每次买回
一件新衣，就要舍弃一件旧衣。“必须
这样，否则衣服多得都放不下了”。

吕梅芳告诉记者，约定的由来是
因为前几年女儿常给老两口买新衣，
一开始他们很高兴女儿的这份孝心，
但时间久了发觉衣服太多，也穿不过
来，衣柜装不下，只好搭在衣帽架上。
这样一来，房间非常杂乱无序。于是，
吕梅芳一方面跟女儿叫停；另一方面
开始拾掇衣柜，把久不穿的衣物洗干
净整理好，或送人或扔掉。也就是在
那个时候，他跟先生有了这个约定。

定期定期““断舍离断舍离”，”，让家居保持清爽整洁让家居保持清爽整洁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
我国老年人口已超过2.8亿人，占总人
口的19.8%。业内人士认为，提高老年
人口生活质量，要从衣食住行等身边事
上加强有效产品供给，以优质的老年用
品调动社会消费意愿，让老人们不“将
就”、能“讲究”。

除了保健品好买，衣食住行中经常
是有钱难买“称心”，这是很多老年消费
者挑选日常用品时的共同感受。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老年用品市场
不仅存在难买的问题，也存在“难卖”的
问题，导致老年用品渗透率不高。

——产品对老年群体的生理特征
不贴近。老年人由于存在皮脂分泌下
降、骨质疏松、身体变形等特征，对服装
服饰、日化用品等日常消费品的适老需
求高，相关产品需要兼顾功能性、便捷

性、安全性等多重要求，但多数行业的
针对性细分不明显。

——消费渠道不畅通，线下门店不
足。城市中老年用品在医疗养老机构
之外很难买到，农村地区更是连轮椅、
纸尿垫都很难买到。许多老年用品只
能上网买，而老人上网普遍“不利索”，
习惯使用网络的年轻人又不了解老人
的需求，老人买不到心仪的产品。

——老年群体崇尚勤俭节约，储蓄
意识强。“很多老人积蓄都想留给子女，
不舍得给自己花，也不愿意子女为自己
多花钱。”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分公司总经理李鹏说，不少老人习
惯于节衣缩食，宁愿苦自己也不愿意给
孩子“增加负担”，客观上也使老年用品
难以“走出深闺”。

来源：老年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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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断舍离定期断舍离 大胆改创新大胆改创新

把把““将就将就””的日子过的日子过““讲究讲究””

人年龄大了，因为环境原因、
卫生原因、新陈代谢慢等原因，身
上常有“老人味”。家居环境似乎
也存在“年轻味”与“老人味”之
分。年轻人的家居往往更时尚，老
年人的家居似乎陈旧些。喜欢时
尚、喜欢捯饬房间的徐静，对家居
环境的每个细节都不放过，譬如一
个暖水瓶的颜色、一个咖啡杯的底
垫、一瓶香薰的摆放、一份早茶的
餐具……她都会精心挑选、搭配、
布置。她还自学色彩搭配，关注了
网上与她有同样爱好的年轻博主，
目的就是向对方学习布置房间。

“我不想让家居环境看上去老
气横秋的，我希望一进家门就是简

约、时尚、美观的。所以必须向年轻
人学习。”徐静坦陈，希望自己的居
住环境优雅大方，而不是凌乱邋遢。

因着妻子对家居环境的重视，
丈夫周先生也耳濡目染，习惯了和
妻子一起维护房间的整洁和美
丽。女儿结婚后，徐静和周先生重
回二人世界。“要跟老伴儿把日子
过得讲究一点儿。就是要追求时
尚和精致。我觉得住在环境优美
的家中，心情舒畅，幸福感洋溢在
心间”。当周先生有意无意目睹了
其他人的家居环境时，他更加对妻
子产生了几分敬意。“不比不知道，
一比更觉得自己家舒服了。”周先
生笑着感叹。

不让家居环境有不让家居环境有““老人味老人味””

68岁的许女士是小提琴手，在职
时就喜欢音乐，退休后一方面拾起了
小提琴的爱好，另一方面则迷上了房
间布置和装扮自己。居家时，她会选
购漂亮的居家服，不是随便拎起一件
衣服就穿。“我喜欢卡哇伊的家居服，
天冷穿上，既保暖又可爱。现在有一
个词儿叫‘中年少女’。我就希望自己
是‘中年少女’。”许女士笑着自嘲。

68岁的人怎么看也是“老年人”
了。但许女士却从不觉得自己老，无

论白天还是晚上，她都会把自己捯饬
得“美美的香香的”。逛街购物还是喜
欢各种独具特色的时髦小店，“中老年
服装店”压根与她无缘。卫衣、连衣
裙、棒球帽……这些年轻人必备的时
尚装扮也是许女士的必备服饰。“去
这种服装店买回来的衣服没有‘大妈
感’，只要保持好身材，从背后看还是
跟小女生似的。女人在变老的路上，
要优优雅雅，而不能邋邋遢遢。”许女
士自信满满地说。

大大方方做大大方方做““中年少女中年少女””

徐静夫妇居住在一个小套二的
房子里，一间自己住，另一间女儿
住。女儿出嫁后，徐静还一直给女
儿留着那间房，为的是女儿女婿回
来有地方住。平时，夫妇俩就将暂
时用不着的衣物、被褥放在自己房
间双人床床板下面的储物箱里。
但每年两三次的“翻箱倒柜”让她
疲惫又心烦，于是打算把女儿不住
的那间房开发出来，改造设计成一
个小型的“衣帽间”，同时还要给女
儿女婿保留着那张床。

经与丈夫、女儿充分沟通、探
讨、设计后，2023年的“双十一”，徐
静让女儿帮她从网上购买了“拐角
衣帽间”的几件储物柜。她因地制
宜，把暂时不需要的床，竖起来折
叠“上墙”。同时，把节约出来的长

2米、宽1米8的空间定制了一组储
物柜。目的是把春夏秋冬的衣服
全都分门别类放置好。这样每次
换季，就不用再翻箱倒柜找衣服
了。由于床被折叠上了墙，平时不
占用空间，整个房间瞬时间显得宽
敞又明亮。

“衣帽间”是现代家居中一个
重要的储物空间。一个精心设计
的衣帽间不仅能提高家庭生活的
便利性，还能为家居增添时尚气
息。“以前我们都是买大衣柜，摆在
家里，但现在看起来，大衣柜又笨
拙又占用空间，利用率不高。衣帽
间设计好了，则可以充分利用空
间。”追求时尚、喜欢家居布置的徐
静，希望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日子过
得讲究些。

在套二小房里在套二小房里““开发开发””出一个衣帽间出一个衣帽间

每到换季，家住青岛市市北区、61岁的徐静和丈夫都要在家
“翻箱倒柜”找出家人的服装，不仅累，而且每次翻完箱、倒完柜，家
中一片狼藉，要想恢复之前舒适整洁的环境，还要再花时间整理。
这让徐静动了心思要改装家居设计。去年11月，徐静请来师傅“开
工”了。记者发现，在“初老一族”中，像徐静这样看重家居环境设
计，且大胆动手改造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强烈渴望把“将就”的日子
过“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