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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居
家养老”成为多数老年人的选
择，而适老化装修正是提升老
年人居家养老的关键。业内人
士认为，适老化装修并非简单
的房屋“改造”，而是从老年人
的生理特点和生活习惯出发，
通过细节设计减少风险、提升
便利，让家真正成为安全、舒适
的港湾。

“无险”环境更安心

“安全是适老化装修的底
线，需从空间细节消除潜在隐
患。”有着多年装修设计经验的
设计师张松表示，地面、卫浴、电
路都是适老化装修的关键。为
老人装修一定要避免全屋出现
高低差，若必须存在高低差，高
度应控制在2cm内，并设计斜
坡过渡，以防绊倒；卫生间、厨房
等易沾水区域优先选择防滑系
数高的地砖，可搭配防滑垫；地
板尽量选耐磨、不易打滑的材
质，避免使用过于光滑的抛光
砖。在卫生间装修时要特别注
意，卫生间是事故高发区，需重
点防护。张松建议马桶旁安装
扶手，方便老人起身借力；淋浴
区设垂直扶手和折叠淋浴凳，避
免老人长时间站立；干湿分离，
尽量减少地面积水；若设置浴
缸，则边缘高度控制在45cm以
内，或直接选择步入式淋浴。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产
品越来越多，这就对装修电路
的负荷有了要求，而在为老人
装修时，除了关注电路安全外，

还要在安装开关、插座位置时
适配老人身高。一般来说，开
关离地1.2米至1.4米，插座离
地0.5米至0.6米，避免弯腰或
踮脚操作；浴室、厨房用防溅插
座并加装漏电保护器；走廊、卧
室门口、卫生间装感应夜灯，方
便老人起夜时看清路况。

操作便捷更省心

老年人行动和体力有限，
装修需尽可能减少生活中的

“麻烦事”。室内通道宽度尽量
留够一米的距离，保证轮椅或
助行器通行；家具摆放避开动
线，避免遮挡；常用区域尽量集
中，减少老人往返奔波。此外，
家具边角作圆角处理，避免尖
锐碰撞；沙发、座椅选择稍硬且
高度适中的款式，方便老人起
身；衣柜、橱柜可装下拉式挂
杆、抽拉篮，避免踮脚或弯腰取
物。此外，可以适当引入简易
智能设备，如语音控制灯、智能
门锁，降低操作难度。

贴合需求更舒心

老年人对居住舒适度的需
求更细致，需兼顾身体感受与
心理需求。老年人既不喜欢太
热，也不喜欢太冷，全屋供暖设
备一定要安装，可安装挂式空
调；卫生间、厨房装排气扇，保
持空气流通，避免水汽引起地
面湿滑；要给老年人预留“情感
空间”，在装修时保留老人习惯
的生活场景，比如阳台可设小
茶桌，方便养花、品茶、晒太阳；
客厅留出足够空间，方便家人
团聚或老友来访，兼顾心理归
属感。

业内人士表示，适老化装
修的核心，是让老人在熟悉的
环境中“安心、省心、舒心”。从
防滑的地砖到顺手的扶手，从
合适的家具高度到贴心的夜
灯，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对老年
人的关怀。只有真正贴合他们
的需求，家才能成为他们的安
全港湾。 王 倩

七月，高温天气虽让我市
家装市场略显冷清，但各大卖
场的促销海报依旧醒目。近
日，记者走访新城区一家居建
材卖场时发现，即便在工作日，
部分品牌门店内仍有消费者围
坐洽谈，与商家逐字逐句核对
报价单上的每一项细节——这
分细致，正是当下家装消费趋
于理性的生动注脚。

“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懂
行’了。”一全屋定制品牌店负
责人坦言，近段时间，门店借店
庆活动促销，成交转化率较去
年同期提升近两成。尤其旧房
改造的客户，一进门就明确要
求“硬装+软装一站式搞定”，手
持户型图讨论插座布局、储物
设计时头头是道，考虑细致，不
少细节连设计师都自叹不如。

在卖场内，市民柳先生夫
妇手里的笔记本格外显眼，上
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类建材参
数。“第一次装修被‘低价套餐’
坑怕了，这次特意提前做足功
课。”柳先生翻开笔记本，上面
清晰列着卖场所有橱柜店铺的
报价对比，“同样的环保板材，
总价能差3000元。合理的设
计费我们愿意付，但没必要为
品牌溢价多花钱，您说对吧？”

这种理性消费趋势，在装

修方式的选择上体现得尤为明
显。有着多年销售经验的王晓
娟介绍，行业数据显示，41.64%
的消费者倾向半包模式（包人
工与辅材），34.50%选择全包
（含主材），23.86%直接选整装
服务，半包与“全包+整装”的比
例稳定在4:6左右。“年轻人偏
爱省心的整装，但软装搭配上
很有主见。”王晓娟笑称，不少
年轻小夫妻把硬装放心交给商
家，沙发、壁画等却坚持自己网
购，有时连设计师的建议都不
愿妥协。

记者走访发现，当前家装
市场正呈现消费分化：一方面，
消费者对“好产品”“好设计”的
付费意愿更强，环保涂料、智能
马桶等提升生活品质的品类，
即便价格偏高也愿买单；另一

方面，对踢脚线、插座、花洒等
基础建材，又会货比三家，挑性
价比最高的，这种变化源于消
费者的“知识升级”，过去是“商
家说啥信啥”，如今网络发达、
信息透明，大家能轻松通过多
渠道了解产品详情、比对价格，
再也不是被动接受的一方。

消费者的理性与专业，正
倒逼家装市场蜕变，曾经“信息
不对称的博弈场”，如今成了商
家必须严守“品质关”才能突围
的竞技场。在这场消费升级与
市场进化的双向奔赴中，“性价
比”不再是简单的低价，而是

“合理成本+品质保障+个性需
求”的精准平衡。相信，未来家
装消费的水会更清、发展会更
健康。

客厅：
灵动组合，一厅多用

客厅作为家中的核心
活动区域，承担着休闲、娱
乐、社交等多重功能。对
于空间有限的住宅而言，
传统固定布局的家具往往
让客厅显得拥挤。而模块
化家居设计打破了这一局
限，赋予客厅灵活多变的可
能。墙面空间是模块化设计
的“主战场”。采用可调节式
模块化搁架系统，通过不同
尺寸的方格、层板自由组合，
既能收纳书籍、装饰品，又能
安装投影仪幕布，瞬间将客
厅转变为家庭影院。没有独
立书房的家庭，还可以利用
墙面安装折叠式模块化工作
台——多个抽屉模块、层板
模块与可翻折桌面组合，不
使用时贴合墙面，宛如装饰
柜；展开后，电脑、文具、文件
各归其位，打造出高效的临
时办公空间。

厨房：
精巧规划，高效收纳

厨房作为生活烟火气
的发源地，瓶瓶罐罐、锅碗
瓢盆繁多，空间利用不合
理极易显得杂乱无章。模
块化设计从收纳痛点出
发，让厨房方寸之间尽显
高效。橱柜内部采用模块
化抽屉系统，根据餐具、厨
具尺寸定制不同规格的分

隔模块。深抽屉内可嵌入
分层式锅具收纳架，将炒
锅、炖锅垂直摆放，取用一
目了然；浅抽屉搭配可调
节的分格模块，调料瓶、刀
具、筷子各有专属位置，避
免翻找时的混乱。转角橱
柜常常是收纳难题，而旋
转式模块化收纳篮完美化
解这一问题——轻轻转动，
内部物品也能轻松取放。

卧室：
智慧巧思，舒适翻倍

卧室的核心需求是休
憩，但对于小户型而言，还
需兼顾收纳与临时办公、
娱乐等功能。模块化设计
让卧室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功
能叠加。最具代表性的当属
模块化隐形床系统。与传统
壁床不同，现代模块化隐形
床可与书桌、衣柜一体化设
计：白天将床板翻折收起，墙
面瞬间变为整排收纳柜与宽
敞书桌，办公学习、梳妆打扮
皆可满足；夜晚放下床板，柔
软的床垫带来一夜好眠。床
边还能搭配可移动的模块化
床头柜，根据需要调整位置，
作为临时置物架或小茶几使
用。衣柜内部同样是模块
化设计的用武之地。可调
节式挂杆、层板模块以及
抽屉式收纳盒模块，让各
个季节的衣物和配饰都能
轻松收纳。

筱 静

适老化装修:打造安全舒适的居家养老港湾

装修时要
给老年人预留

“情感空间”。
王 倩

摄

家装消费趋于理性 消费者更注重性价比
本报记者 王 倩

市民在了
解产品详情。

王 倩
摄

模块化家居：

小空间的“变形记”密码

用模块化家居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功能叠加，让小卧室更
实用。

筱 静 摄

在寸土寸金的现代都市中，居住空间的局

限性常常成为困扰人们的难题。无论是小户型

公寓，还是格局欠佳的住宅，有限的面积与日益

增长的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杂乱的

物品堆积、局促的活动空间，不仅影响生活品

质，更让人难以获得居家的舒适。其实，只要巧

妙运用模块化家居设计智慧，即使是小空间也

能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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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改玲）记者7月10
日从市教育局获悉，我市四城区及高
新区2025年普通高中招生最低录取
控制分数线和各批次录取分数线的划
定，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为
413分。截至目前，我市一些县（市）
也公布了2025年普通高中最低录取
控制分数线。

依据中招考试统考科目语文、数
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
史、体育和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
考试成绩计算，本年度中招考试满分
为730分。

根据省教育厅下达我市四城区及
高新区的招生计划和考生整体成绩情

况，划定市四城区及高新区普通高中
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13分，市四
城区及高新区413分以下考生不能被
普通高中录取。六县（市）普通高中最
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由六县（市）教育行
政部门负责划定并发布。全市普通高
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是对分数的最
低要求，不是录取分数线，不是过线就
一定能被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录取时
按照招生计划、考生志愿、考生成绩，
分批次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截至目前，以下县（市）已公布了
2025年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
线。修武县今年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
制分数线为392分，沁阳市今年普通

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98分，
温县今年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
线为397分，孟州市普通高中最低录
取控制分数线为396.5分，博爱县普通
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85分。

中招录取工作全省统一集中进
行。7月15日至16日，市县级提前批
次集中录取；7月20日至30日，市县
级普通批次录取；8月3日至6日，全
省统一集中补录；8月20日前全省普
通高中录取工作结束。录取期间，每
一批次录取结束后48小时，考生可登
录河南省普通高中招生信息服务平台
（http：//gzzs.jyt.henan.gov.cn，简称
“高中招生平台”）查询录取结果。

本报讯（记者朱颖江 实习生王云鲲、
申贝妮）“谢谢大家，谢谢你们……”7月10
日上午，市政务服务中心内，60多岁的张女
士接过期盼已久的不动产登记证，抑制不
住激动的心情，对着几名工作人员连连致
谢。这场历时两年的“有诉即办”案件，在
此刻画上了句号。

张女士的老伴在2023年离世。去年，
她整理老伴遗物时，才找到当年购房的收
据，她想办不动产登记证，但对办理流程一
无所知。2024年1月26日，张女士来到市
政务服务中心的房管窗口与不动产窗口咨
询。有诉即办专区的工作人员通过系统查
询得知：张女士所居住的家属院，大部分业
主早在20多年就已完成房产证办理，而且
所属企业存在改制更名，当年的经办人也
已退休，办证难度较大。

专区负责人多次联合大厅不动产窗
口、房管窗口和税务窗口负责人展开研判
会商，最终认定张女士的不动产登记符合
房改房办证条件。但问题随之而来，企业
因更换法人，无法完成签字盖章手续，此事
不得不暂停办理。

不久前，得知该企业已完成法人变更
后，负责人立刻重启该业务的办理工作。
考虑到办理项目较为烦琐，有诉即办专区
安排房管窗口和专区工作人员全程服务。
房管窗口与企业对接，市住房保障中心对
申请手续进行了细致核实与审批。紧接
着，测绘与配图、资料预审并完善相关材料
工作也开始有序推进。

7月10日上午，张女士来到市政务服
务中心，有诉即办专区组织房管、不动产、
税务、企业4个部门的负责人，对案件进行
特事特办。当天11时，张女士拿到不动产
登记证，终于圆了自己的心愿。

本报讯（记者朱颖江 实习生王云鲲、
申贝妮）7月7日19时许，位于广场东巷邮
政家属院一位居民家中发生火情，市巡逻
防范支队社区大队山阳中队队员紧急施
救，帮助居民扑灭大火，阻止损失进一步扩
大。

当天傍晚，巡防队员黄杰、赵文捷、孙
全胜像往常一样在辖区内执勤巡逻。当
行至广场东巷邮政家属院附近时，听到有
人大喊：“着火了，二楼着火了。”巡防队员
循声寻找，看到该家属院一幢位于二楼的
楼道冒出滚滚浓烟，隐约可见跳动的火
光。情况紧急，三名队员快速向着火的位
置跑去。黄杰一边疏散围观居民，一边拨
打了119火警电话，另外两人则上楼查看
情况。

此时，有附近居民拿来灭火器，协助巡
防队员灭火。家属院其他居民得知情况
后，也纷纷赶过来帮忙。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火势被控制。随后，消防人员赶到现
场，将火完全扑灭。

晚报推出《“旧行当”退场VS
“新职业”崛起》栏目后，许多读者
纷纷来电，希望能讲述磨剪子戗菜
刀这门渐渐消失的老手艺。虽然
没有“新职业”作为对比，但为了回
应读者的期待，记者在微信朋友
圈、微信群中频繁发布“征集令”，
向大众征集线索，寻找愿意接受采
访的手艺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热心群众的帮助下，记者终于在合
作巷找到了 71 岁的陈荣德老人，
听他讲述这门老手艺背后的故事。

6月26日，在合作巷的大槐树
下，斑驳的树影随风摇曳。陈荣德
老人骑坐在一条被岁月磨得发亮
的木长凳上，他弓着背，布满老茧
的双手稳稳握住一把菜刀，手腕有
节奏地向前推、向后回，手中的深

灰色磨刀石与菜刀刃口摩擦着，发
出细微的“沙沙”声，刀刃与推过磨
刀石的瞬间溅起细小的水迹，在阳
光下划出一道道转瞬即逝的亮
痕。树荫为他挡住了炽热的阳光，
却挡不住老行当逐渐消逝的命运。

初见陈荣德老人，他说话声音
洪亮，带着军人特有的爽朗。这位
来自南阳邓州的老人，年轻时曾在
部队历练过。退伍后，他回到家乡
进入工厂工作。在工厂里，一次偶
然见到同事在戗菜刀，娴熟的手法
以及经打磨后焕然一新的刀具，一
下子吸引住了他。“当时，同事很神
秘地告诉我，干这个比上班挣钱。”
回忆起往事，陈荣德脸上露出笑容，
不过那时的他并未将这话放在心
上，单纯只是想学一门手艺，就这
样，他逐渐学会了磨剪子戗菜刀。

后来，陈荣德的儿子在焦作组
建了家庭，为了帮衬儿子，他和老
伴一同来到这座豫北城市。陈荣
德平日里喜欢旅游、爬山，也爱打
乒乓球，但他总想着能为儿子的小
家多做点什么。2008 年 4 月 12
日，这个日子他记得格外清楚，那
天，他带上自己亲手制作的工具，
正式干起磨剪子戗菜刀的营生。
老伴则安心在家照看孙子，两人分
工明确。刚开始那几年，磨剪子戗

菜刀的生意还颇为红火。大家习
惯将用钝的剪子、菜刀拿来打磨，
尤其是临近春节，家家户户准备年
货，磨刀的需求大增，陈荣德常常
忙得不可开交，从早到晚，长凳前
的队伍就没断过。

可不知从何时起，热闹的光景
悄然消失。“到底是从啥时候开始
不行的？我也说不上来。”摩挲着
手中的磨刀石，陈荣德陷入沉思。

几位老街坊七嘴八舌地加入
讨论：现在的菜刀、剪子越来越便
宜，十几元钱就能买把新的，谁还
愿意磨刀；现在做饭少，菜刀材质
也好，用个一年半载都不带钝的，
根本不需要磨……

合作巷是焦作的一条老街，据
说有着上百年的历史，路边两棵大
槐树枝干上的裂纹仿佛是岁月镌
刻的年轮，它像一位沉默的见证
者，目睹着这条小巷的岁月变迁，
俯视过不同行业的老手艺人从它
的树荫下走过，只是现在越来越难
见到了。

那些已经消逝和几近消逝的
老手艺，正成为一代人心中难以磨
灭的乡愁留在了记忆深处。

上图 陈荣德坐在长凳上对
菜刀进行打磨。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我市城区

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

多部门历时两年
助老人圆了心愿

居民楼突发火情
巡防队员紧急扑救

“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声
正随着时代的脚步渐行渐远

本报记者 朱颖江 实习生 王云鲲

磨剪子嘞——戗菜

刀——”在“70 后”“80 后”的

记忆里，这声悠长而极富特色

的吆喝，曾是街头巷尾最熟悉

的声音，隔着几条街都能清晰

听到。它仿佛是孩子们童年

的外出玩耍“集结号”，吆喝声

响起，小朋友们便急忙翻出家

中的钝刀、锈剪，攥着零钱排

起长队。等候的间隙，女孩们

欢快地跳皮筋，男孩们喊叫着

玩骑马打仗游戏，运气好的孩

子，还能用剩下的零钱买上一

颗水果糖，甜滋滋的味道能回

味一整天。

然而，时光匆匆流转，城

市里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

般拔地而起。如今，即便有人

扯破嗓子喊，那熟悉的吆喝声

也难以穿透钢筋水泥铸就的

城市森林。就像纣王老胡作

词作曲的《磨剪子戗菜刀》，歌

中唱尽的，正是无数人心中难

以割舍的旧时光与老情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