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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腊月二十三，吴昕带母亲到商场
挑选新衣服。逛了一下午后，她和母亲都
犯了难：“挑选到合适的并不容易，老年服
装专柜少，大多款式老旧、花里胡哨，很难
挑选到时尚称心的。”

吴昕的母亲72岁，年轻时很漂亮，在
生活中干净利索，打扮得十分时尚。上
了年纪后，几乎很少逛街买衣服。“年轻
时穿啥都好看，早些年我们的衣服都是
裁缝量身制作的，很少上街购买。现在
商场都是年轻人买衣服的地方，老年人
的服装很难选。”吴昕的母亲说，她和女
儿一起逛了两家商场，也没找到特别满
意的衣服。

近日，记者随机走访了市人民路、民
主路等几家商场，发现专营老年人服装的
专柜寥寥无几。在市民主路一家以销售
老年装为主的商城，记者发现来选购的老
年人来来往往，年龄多以六七十岁为主。
这里销售的服装以红色、绿色、紫色、大花
或碎花为主，款式肥肥大大。正陪妈妈挑
选衣服的一名女士说：“妈妈试穿了好几
件都没太相中，总感觉款式不够时尚，一
向爱美的妈妈对试穿效果不满意。”

款式单一、松松垮垮、大红大绿、花里
胡哨，似乎成了老年服装共有的特点。对
此，今年67岁的程阿姨颇为不满：“我们
也想像年轻人一样穿得洋气点儿，颜色素
雅一点儿，剪裁得体一点儿，款式有点儿

变化。可似乎很难挑选到中意的款式，时
装品牌中适合年轻人的多，适合我们的几
乎没有。”

老年人如果想穿得时尚，能不能到年
轻人的服装店买衣服？“年轻人的衣服我
们根本穿不了。上了年纪身材走样，肚子
上有赘肉、胯宽、肩膀宽厚是老年女性的
普遍特点，年轻人的衣服讲究款式、造
型。”吴昕的母亲说。

不光是老年女性难买衣服，老年男性
的衣服也不好买。男性的服装虽然款式
不多，颜色较为单一，但很多衣服的板型
裁剪对老年人并不友好。拿冬季保暖衣
来说，老年人不喜欢穿太紧的衣服，可现
在的保暖衣都讲究贴身、塑形，穿起来特
别不舒服。

“在电商的冲击下，实体店的生意不
好做。老年人大多比较节俭，服装穿着周
期相对较长，有时一件衣服能穿好几年。
跟年轻人年年买甚至换季就买新衣服比
起来，老年人肯定不是商家的目标人群，
所以做老年人服装的就越来越少。”在我
市从事服装销售行业近 20年的赵女士
说。从服装设计端来说，设计师普遍认为
老年人更关注服装的面料，穿着舒不舒
服、保不保暖，对款式和颜色的要求也没
那么高，对品牌的偏好也不强，所以就没
有动力投入更多成本去给老年人精心设
计款式了。

在我市小学放寒假的前一
天，刘东东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焦作。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休息，
就被小姨安排去团结街小学接
表弟放学。刘东东欣然前往，因
为团结街小学是他的母校，这里
藏着他美好的童年时光。

刘东东骑着电动车沿民主
路由南向北，过了学生路西口再
向前走一点，左转，拐进一条斜
着的小巷。他熟练地穿过小巷，
右拐后就看到了团结街小学的
大门。时隔12年，刘东东重走
自己当年上学的路，心中感慨万
千。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熟悉，却
又那么陌生。在刘东东的记忆
中，现在的印刷巷之前人们都称
之为印刷街或印刷厂斜街。小
巷只有50余米，不宽的街道却
有许多美食。舌尖上的记忆总
是让人难忘。

刘东东今年23岁，作为“00
后”的他对印刷巷的历史并不了
解，但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放
学的时候，许多老人坐在小巷里
晒太阳、聊天。小巷中间的位置
有个裁缝铺，每次跟着妈妈去裁
缝铺修补校服时，总能遇到同
学，运气好时还能遇到在第二十
中学上学的“大学生”。那时候，
他特别憧憬初中生活，也特别喜
欢“大学生”的校服。

随着“丁零零”的铃声响起，
刘东东的思绪也被拉回了现
实。他带着小表弟回家的时候，
特意在裁缝铺的位置停了停，原
来的裁缝铺已经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一个饭店。小表弟才三
年级，说起小巷里的美食如数家
珍：“哥，这家的石锅拌饭特别好
吃，这家的烩面味道也不错……

哥，咱就在这儿吃饭吧。”
“这话怎么如此熟悉。”刘东

东心里暗自好笑，他以前也是这
样对妈妈说的，期盼天天下馆
子，长大了才知道，家里的饭才
是最好吃的。刘东东说，他上初
中时离开焦作，这次从外地回
家，感觉焦作变化很大，大街小
巷都很漂亮，印刷巷沿街小店也
与时俱进。

说到印刷巷的过往，今年70
岁的张大爷最有发言权。他在
这里生活了50余年，见证了小
巷的变迁。

张大爷说，现在的印刷巷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连通民
主路和团结东街的一条小路。
当时，团结东街的居民为了出行
方便，硬是在黄土地上走出一条
小路。后来，团结街东街上有了
市印刷厂。印刷厂为了车辆进
出，将小路扩宽，又在路的北侧
盖了家属院，大家就习惯性地将
这条斜着的小路叫印刷厂斜
街。接着，市供电局搬到了这
里，印刷厂斜街再次被扩宽。街
上老人越来越少，后搬来的年轻
人称这里为印刷巷。企业、学校
带动了这里的经济，沿街的居民
房子被商家租下来用于经商。

印刷巷东西走向，路南侧企
业的厂房还保持着以前的样子，
青砖青瓦透着古朴。北侧的民
房也是原有的样子，临街的房子
成了店铺，咖啡馆、书店、饭店应
有尽有。从小巷经过的年轻人
背着双肩包，手里拿着奶茶，让
这条老街焕发出年轻的活力。

上图 印刷巷被特色小店
打扮得很洋气。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印刷巷：

老街里的新故事
本报记者 朱颖江

2月4日，距离春节还有5天时间，市
民刘晓峰跑了两个银行，才兑换了1万元
的新币。这1万元新币每张面值50元，他
在心里算了一下，这些钱够父母给孩子们
发压岁钱了。

刘晓峰从小生活在农村，父母靠种地
将几个孩子送出了村子。刘晓峰在焦作安
了家，他的姐姐和弟弟都在郑州生活。父
母不喜欢在城市生活，仍住在村里。姐弟
几个每年春节都会回老家，陪着父母一起
过年。为了不让父母太辛苦，姐弟主动分
工，刘晓峰则负责给老人准备压岁钱。

“以前给压岁钱都是1元，自家孩子给
5元，过年换几百元新钱就够了。”刘晓峰
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压岁钱也水涨船
高，本家亲戚的孩子给压岁钱都是50元，
自家孩子给500元。当然，他自己也准备
了万把块钱，要给孩子们发压岁钱。不同
的是，他发的是微信红包，不像父母那样给
的是现金。

每年春节，对刘晓峰来说都是一次激
励，激励他来年努力挣钱，过年给孩子们发
压岁钱。

压岁钱，孩子们的幸福，成年人的负
担。

“还没有过年，我家孩子就开始说压岁
钱的事儿，还要求自己保管，并计划好了如

何花压岁钱。”市民孟迪说，他小时候拜年
收到压岁钱第一时间是交给妈妈，现在的
孩子，收到压岁钱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

孟迪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境一
般。孟迪是家里的老大，从小懂事。他说，
爸妈最怕过年，每年春节，不仅要准备自家
年货，还要给生活在村里的爷爷家、姥姥家
准备年货。妈妈还得另外准备压岁钱，为
了不超支，每次都先在小本子上写下需要
支出的压岁钱，然后再计算能收回来多少，
一笔笔压岁钱都算得很清楚。

随着社会的变迁，传统习俗逐渐改变，
春节习俗之一的压岁钱也悄悄发生了变
化。老一辈人坚守着老传统，农历大年三
十给孩子们发压岁钱，压岁钱要放在枕头
底下，才算是压岁。“70后”“80后”与时俱
进，春节发压岁钱已经变成了转账或微信
红包。而“90后”“00后”还没有从收压岁
钱的角色中转变过来，还不习惯给别人发
红包。

赵国庆今年33岁，虽然已经参加工
作，但在春节期间没有给别人发过压岁
钱。他说，现在压岁钱动辄200元起，还上
不封顶，一般工薪族根本给不起。参加工
作后，他每年春节前会买一些小礼物，待家
人团聚时，把小礼物给孩子们分一分，压岁
钱、礼物都是祝福，孩子们快乐最重要。

压岁钱的幸福和烦恼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有钱难买“老来俏”？
老年人买新衣成难题

本报记者 梁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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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2023年，市公安局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百姓关注热点、工作难
点堵点，靶向施策，以“网上办、就近
办、一次办”为目标，全面深化公安
放管服改革；用科技加智慧、用真心
加诚心，打造全天候、多场景的政务
服务新体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
到快捷、便利，有效护航城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

打通为民服务“最后1公里”。
2023年，市公安局将全市派出所户
籍室、出入境及车管所大厅等共计
105个窗口全部升级为公安综合服
务窗口，实现了从“一事跑多窗、办
事多跑腿”到“一窗办多事、就近可
办事”的转变。

在全面推进“一窗通办”的同
时，为让公安“互联网+公安政务服
务”平台更优化、更完备、更顺畅，我
市公安机关启动建设了“焦作公安
云警务”微信公众号，打造线上服务

“旗舰店”，开辟贴身E警、常用服
务、业务大厅、特色服务、智能云警
五大功能区域，提供全面综合服务。

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
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群体日渐庞
大。走失问题不但给失智人员自身
安全带来风险，也给其家庭带来巨
大的身心伤害和负担。如何破解难
题？我市公安机关通过研发防走失
方位感知设备，给出了答案。

在“公安云警务”平台失智人员
救助模块，市公安局研创了走失定
位、越界干预智能设备，具备实时定
位、历史轨迹等功能，并与民政、慈善
等部门联合，免费为全市3000多名失
智人员发放使用，成效显著。

此外，“大货车入市优选路线”
服务在我市已经落地，成为全国首

批4个试点城市之一。该服务可实
现“手机便捷申请、系统自动规划路
线、后台秒审秒批”发放电子通行
码。货车司机只需在“交管12123”
手机APP中点击“城市货车通行码
申领”，便可快捷办理。

【代表委员建议】

市人大代表、焦作市金冠嘉华电
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级经济师刘
芳：“小细节见大方便”，我市公安机
关近年来推出了很多便民举措，确实
让群众生活更加舒心和便利。便民
服务无止境，希望我市公安机关今后
继续从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作
入手，在“网上办理”“一窗通办”等方
面扩大服务范围和项目，让群众办理
业务时更加省时、省力。

市政协委员、民进焦作市委会
专职副主委史凤云：我市公安机关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的一系列政
务服务便民举措，给群众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方便。有了好政策，一定
要让大家熟知。下一步，在深化推
进各项服务的同时，我市公安机关
还要加强同新闻媒体、社区等部门
配合，通过各种形式把这些便民举
措宣传出去。

【未来展望】

放管服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虽然已经取得耀眼成绩，
但我市公安机关将不忘初心，继续
抓牢创新“密码”，不断提高公安政
务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便民化水
平，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上图 民警（左）在介绍智能服
务设备的功能。

本报记者 杜挺勇 摄

【新闻背景】

“现在在村卫生室也能买到集
采药品，既便宜又放心，这是医保带
给我们的惠民好政策……”这是家
住修武县七贤镇平窑村、今年79岁
的陈秀青的心声。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家药品
集采工作的不断推进，广大群众期
盼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便宜药、放心
药。而基层农村使用集采药品的可
及性和便捷性，成为深化药品集采
改革的难点、堵点。

如何让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地见
效、群众享受实惠？2023年9月，市
医保局在全市推行集采药品进村卫
生室，推动中选药品供应和配送服务
向基层延伸，增强集采药品的可及性
和便利性，提升基层医疗保障服务能
力，切实破解集采药品下沉基层难
题。集采药品进村卫生室后，村民不
出村就能买到便宜药、放心药。

据平窑村卫生室医生庞迎花介
绍，像降压药苯磺酸氨氯地平片（56
片装）以前卖30多元钱，现在通过国
家集采，该药品仅卖10.08元，再通
过居民医保报销一部分，村民只需
支付5.04元即可。

偏远山村的村民在家门口也能
享受到国家集采药品带来的实惠，
是我市推行集采药品进村卫生室、
打通服务群众购药“最后1公里”的
真实写照。截至目前，我市1500余
家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实现集采药品
全覆盖，涵盖治疗高血压、糖尿病、
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病、常见病药品，
基本满足了群众就近低价购药的需
求，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购药负担。

【代表委员建议】

市人大代表、博爱县月山镇图

王村党支部书记杨应芬：通过国家
药品集采，打破了“药价高”的堤
坝，挤出了药价虚高的“水分”，真
正减轻了群众看病负担。而集采
药品进村卫生室，更是让这一惠民
政策落地、生根。但是，现在也会
出现基层工作人员少、兼职人员
多，村卫生室医务人员对集采政策
了解少、动力弱等情况，希望医保
部门能出台激励措施，调动村卫生
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加强全过程
监管，让村民切实享受这一“红
利”。

市政协委员、武陟县新联会副
会长王卫民：集采药品进村卫生室，
是打通服务群众购药的“最后1公
里”，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最好体
现。但任何新事物的推广都会有个
过程，比如现在很多村民还不知道
什么是集采药品，有的村民不认同
集采药品。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
宣传力度、政策解读，公开集采流
程、价格目录，让集采药品“暴露在
阳光下”，真正提高群众对医保服务
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未来展望】

集采药品进村卫生室，是我市
医保改革的延续与创新，进一步构建
了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新格
局。下一步，市医保局将加强督导检
查，强化供应保障，逐步增加药品配
备的种类，确保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
处。同时，进一步增加纳入药品集采
覆盖范围的定点零售药店和村卫生
室的数量，努力改善看病就医体验，
切实满足广大群众就近购药的需求，
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上图 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深入
基层定点零售药店检查药品集采落
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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