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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成美容院消费“新主力”
提醒：保持理性判断，避免陷入不良商家的消费陷阱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消费能
力的提高和观念的转变，他们的
退休生活不再拘泥于传统。越来
越多“银发族”选择迈出家门，走
进美容院，享受身体调理和面部
护理带来的全新体验，60岁、70
岁以上老年人逐渐成为美容院
消费新主体。

开启退休生活
新模式

今年 65 岁的黄阿姨，每周
都会到家附近的美容院按时“打
卡”。从面部到身体全套护理，要
占用她大半天的时间，她却乐在
其中。黄阿姨告诉记者，自己在
美容院办卡已经半年多了，每周
过来放松一次，既能调养身体，
又能保养皮肤，每次做完护理都
感觉全身轻松，心情舒畅。

59岁的张阿姨退休那年正
赶上小外孙出生，退休生活被孩
子、家务和一日三餐占据之后，
往日自信、乐观的张阿姨脸上逐
渐没有了光彩。女儿看着心疼，
给她买了面膜、护肤品、保健品，
可张阿姨看看说明书上复杂的
程序就打起了退堂鼓：“一是不
舍得用，现在的化妆品多贵呀；
二是觉得麻烦，都快 60岁的人
了，抹再多也不能重返青春，费
那劲儿干吗？”

张阿姨的女儿告诉她，退休
并不代表人生开始黯淡无光，而
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作为女
儿，她希望看到父母的晚年生活
自由、幸福，而不是被子孙束缚。

“那一刻，我明白了女儿的良苦

用心，我们有退休金，身体也硬
朗，是应该活得有滋有味。我们
开心了，孩子们才能放心。”张
阿姨告诉记者，现在，她还是会
帮忙照顾小外孙，不同的是，每
周末，她都会走进美容院，体验
不同的护理项目。“皮肤有了改
善，身体也比以前轻松了很多，
每天的心情都很好！”张阿姨
说，这个尝试，让她觉得退休生
活原来可以如此丰富多彩。

“银发族”成美
容院消费主力军

88岁的蒋阿姨是美容院的
熟客，长达十几年的美容消费
经历让她深谙美容之道。经过
多次尝试和比较，她最终选择
了一家比较专业的美容机构，
成为优质VIP客户。随着消费阶
层的变化，她明显感觉到，去美
容院的同龄人越来越多，美容护
理的同时，她还交到了很多可以
谈心的朋友。这一意外收获，是
她坚持美容护理的重要原因。

据美容院美容师张梅介绍，
近几年，经常有老年客户咨询美
容项目，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加入
了办卡一族。“我们店里 60岁以
上的客户占70%，七八十岁的也
不在少数。她们不局限于皮肤护
理，还会做一些头部和身体理
疗。”在美容行业工作了 15年的
张梅感慨，“以前，进美容院的多
数是有钱人；现在，越来越多的
工薪阶层和老年人成为我们的
固定客源，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
了巨大的改变。”

老年人经济条件有限，而美
容院大多属于高消费场所，会不
会给老年人带来负担？记者走访
了几家美容机构，了解到美容院
每月都会推出体验卡，费用从
198元到 999元不等，老年人可
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体验，进而
考虑是否需要长期办卡。

避免陷入商家陷阱

今年 73岁的退休医生李阿
姨在美容院办理了价位较低的
套餐服务。每周五中午，李阿姨
都会带着自备午餐来到美容院，
在美容师的陪伴下吃完午饭，再
进行基础护理。对她来说，来美
容院，聊天的意义大于美容护

理。李阿姨性格随和，待人亲切，
年轻的美容师渐渐记住了她的
喜好：喜欢喝红茶，不喜欢和别
人共用发带，喜欢延长头部护理
时间等等。张梅告诉记者，一部
分老年客户的子女不在身边，她
们就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既可以避免孤独，又能调养身
体。作为服务者，她们也愿意倾
听老人的心声，帮助她们舒缓压
力，释放身心。

某美容机构的负责人李经
理告诉记者，相对于年轻人的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老年顾
客的连贯性、持续性更强。“来美
容院的老年人除了经济独立之
外，还必须有家人的支持和理
解。来这里做美容，除了可以调
理身体，还可以和朋友聊天、倾

诉，排解负面情绪，这些都是吸
引老年顾客按时‘打卡’的重要
因素。”

随着老年顾客占比的增多，
美容机构同步推出了更加适合
老年顾客的系列体验项目，套餐
价格也根据老年客户的消费能
力进行了适当下调。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进美
容院，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
学家的关注。有关社会学家表
示，当今社会，孤独感是困扰老
年人的一大问题。老年人走进美
容院，在享受美容服务的过程
中，和服务人员拉家常，可以很
好地排解孤独感和焦虑感，有益
于身心健康。

从社会角度来看，老年人的
审美观念和消费观念也都发生
了变化。正是因为老年人有钱
了，且舍得花钱，所以才有底气
走进美容院这样的中高档消费
场所。

据了解，我国目前共有 2.6
亿老年人。国家已经连续 10年
增加退休金，老年人的消费能力
大大加强。我们在引导和扩大老
年人消费市场的同时，也应提醒
老年人保持理性的判断，避免陷
入不良商家的消费陷阱，让老年
人在更加安全、良性的消费环境
下变美、变健康。

据《工人日报》

娘来电话，说要从县城
搬回老家住。

父亲是两年前去世的。
去世的时候，他患脑血栓已
经 20 多年了。在这 20 多年
里，娘从没离开过家。父亲从
卧床到能照顾自己，都得益
于娘的精心照顾。我们姐弟
几个想替娘分担一下，她却
总是说：“你们还是回去上班
吧，我的义务就是伺候你爹。
你们不能老在家陪着病人，
耽误工作。”说起来，娘是个
喜欢到处转转的人，可是父

亲在世时，她从来就没出去
过。她说，离开了父亲，她觉
都睡不着，哪怕没事，看着父
亲也放心。

娘不容易。她经常对我
们说，人要学会知足，不要浪
费粮食。

父亲去世后，老家就只
剩下了娘。我们姐弟四个不
想让她一个人在老家住，让
她轮换着去各家住，她不肯。
她说：“只要自己能动，谁家
也不去。老家都是认识的人，
能有个说话的。老家是平房，

出来进去也方便。”
去年年底，远在天津的

二姐让娘去住些日子，说天
冷了自己还得生炉子，太麻
烦，也容易出事。好说歹说，二
姐终于成功地把娘接了过去。

在二姐家住了不到半个
月，娘就要回来。快过年了，
我就把她接到了我这里。我
说，今年就在我这儿过年吧！
我也不用回老家了，在这儿
就给您拜年了。其实，我的想
法是想让她慢慢适应这种

“四海为家”的感觉。

娘总算在我这儿住了下
来。为了不让娘想家，我就每
天想着法地做好吃的。没事
的时候，我就让她回忆自己
年轻时候的事情。

娘就像一只候鸟，天气
冷的时候会到每个子女的家
里过冬，等天暖的时候再回
到自己的巢。看着形单影只
的娘，想象着她一个人孤独
地度过每一个夜晚，我只能
在心里说：“娘，您无论走到
哪里，我们姐弟几个的家，永
远都是您的家。”

我有不老的心情
苏凤兰

时光荏苒，转瞬间，我已退休好几年了。
退而未休的生活，紧张而忙碌，使我优雅了许
多，“年轻”了许多。

那年，我办了退休手续后，因工作需要，
我还得坚守工作岗位。此时，许多亲朋好友对
我的退而不休很是不解，曾善意地劝解我离
岗回家休息，放飞自我。但我权衡利弊、殚精
竭虑地思考了一番，谢绝了她们的好意。至
今，我仍一如既往、勤勤恳恳地在工作岗位上
发挥着余热。闲暇之余，我经常和年轻同事比
一比衣着的时尚度，还经常向她们请教美容、
化妆的技巧和方法，美食的做法……总感觉
自己正值青春，有着年轻人的奇思妙想。

每天下班回家后，我的生活更是丰富多
彩。

其一，读书看报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精神食粮。名篇佳作能助我锻炼脑力、
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及积累知识。当灵感来
了的时候，我也写篇豆腐块小文章，投往《沧
州晚报》，每次被刊登后，我的喜悦都溢于言
表。

其二，我加入了我们县里的歌友会，每
逢周末，都去参加集体活动，还经常下乡义务
演出。这些活动既愉悦了我的身心，又提高了
我的心理素质。我时常戴上耳机，随着伴奏唱
歌。每到此时，我的整个身心都陷入歌曲中，
仿佛自己又回到了懵懂的青少年时代，无所
顾忌地放声歌唱。

其三，我每天清晨，都要打理自家阳台上
的“小菜园”，既收获了绿色蔬菜，又愉悦了
心情，何乐而不为呢？

总而言之，我虽青春不再，但丰富多彩
且忙碌的生活，让我开辟了一个精神的后花
园。余生，我愿能把美丽定格，让生命绽放。
正如汪国真所说：“世界有不老的风景，我有
不老的心情。”

在沧州市区迎宾大道与御
河西路交叉口的消防主题公园
内，老年朋友们经常围在一起
下棋，乐在其中。

李乾 摄

母亲·候鸟
杨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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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五个月，温暖如春天，万盛老年公寓欢迎您！
★居住环境优美 ★护理服务细心
★饮食科学营养 ★文化活动丰富 招收自理、不自理老人 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社区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