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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这些天，杭州七旬老人在美容
店消费近百万元引发社会关注热
议。据报道，当事老人今年75岁，
无儿无女，还有阿尔茨海默病。
2020年至今，她在一家名为“蕾
蕾”的美容店里消费了96万元，其
中一个套餐，8次就要收费15万
元之巨。

耐人寻味的是，老人亲戚朋友
发现后多次劝阻，但“拦也拦不
住”，老人“时不时又跑去店里做护
理”。此前医生虽然诊断老人有“轻
度认知障碍”，但每次老人被问及做

什么美容项目时，都能够清晰表达，
自称就是做做脸、做做背，均为按摩
护理。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后，商家
已退还36万元。此事最终结论如
何，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但这起事件
值得思考的，并不止事件本身。

记得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个案
子，有一个细节印象很深：一位老
人深陷保健品骗局，事后女儿埋怨
她不听劝时，老人是这样回答的：
“人家比你强多了，还教我怎么用
手机连热点发红包，我帮衬一下怎
么了？”类似的情节其实很多。比
如直播间里的“靳东”宠粉骗局，只
是大头照配旁白的拙劣套路，却能
骗进一大批“痴心”老人。最近，江
苏张家港警方处理一起电信诈骗

时发现，一位刚学会网聊的老阿
姨，QQ好友只有5个人，除了1位
是亲戚，另外4个都是骗子。

可以想见，杭州这位在美容院
消费近百万元的老人，除了美容保
健的需求之外，恐怕也是无法抵御
那些八面玲珑的店员无微不至、嘘
寒问暖的诱惑吧。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以
上老年人已近3亿人，随着社会和
家庭结构的变迁，空巢老人、独居
老人群体日益增大。没有了几世
同堂、含饴弄孙的乐趣，也少了邻
里往来、其乐融融的场景，老年人
的精神生活其实是相对贫乏的。
中科院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我国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率为

30.3%，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率仅
为26.8%。

无论是案例还是数字都表明，
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应该更多
地“被看见”。尤其是以60后为代
表的新老年群体，他们拥有较高文
化水平，消费观念新潮、开放，对新
事物、新产品、新服务有更高的接
受度，我们的社会应当及时将满足
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摆在与其
他群体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不仅是善待老年群体，也是
推动银发经济发展、营造适老化文
化消费环境的要求。今年全国两
会上，“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作为
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的重点，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下的老年

人，除了“衣、食、住、行、用”等实物
需求外，已经开始更多地将消费目
光对准艺术、体育、休闲、娱乐等
“诗和远方”，消费结构也从产品消
费向服务消费升级。推动老年文
化产品研发，加强高质量老年文化
产品供给，理应成为发展银发经济
的重要方面。

世界城市规划大师勒 ·柯布西
耶曾经说过，“一座伟大的城市，在
于它在文化上能够善待老年人、儿
童与残疾人。”上海作为率先进入
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人民城市建设
的新样本，如何在适老化的城市规
划、文化供给、精神关怀、消费环境
营造等方面不断探索实践走出新
路，值得期待。

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应“被看见”
潘高峰

新民眼

“今天我看到很多观众是80

后、90后，《宝莲灯》1999年上映
的时候，可能你们就看过了。特
别高兴你们又来了，还带上了自
己的孩子。”上周日，在上海影城
三号厅，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
厂长、《宝莲灯》导演常光希为这
部诞生于25年前的中国首部商
业动画电影作映前导赏，面对台
下一张张充满期待的脸庞，他有
了更多的期许，“这25年，中国动
画迈过了许多技术难关，取得了
很大的突破。相信未来，中国动
画还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希望今
天来看《宝莲灯》的孩子中，有人
也能一起参与到中国动画的创
新和进步中来。”掌声响过，灯光
暗下，电影开始。
这样的场景，在未来十天，

在上海影城、上海电影博物馆还
将不断上演。“即刻上映 ·上影75

周年荣誉献映”影展正在火热进
行中，集中展映的31部经典之
作，涵盖故事片、纪录片、美术
片、译制片、科教片、戏曲片等多
种类型，带领观众穿越上影75年
的光影岁月，回眸上海电影一路
走来的荣光时刻。

从上海到全国
“你还别说，胡歌的外形和声

线，与孙道临演的华先生真有几分

神似。倪虹洁这嗲声嗲气的样子，

和黄宗英扮的余小瑛也蛮贴近。最

活灵活现的是张芝华和钱程，有意

思有意思。”沪语版《乌鸦与麻雀》放

映结束，观众罗女士等待散场电梯，

兴奋与人交流的她或许没注意到，

站在她身边的正是著名滑稽戏演

员，也是本片小广播的沪语配音钱

程。上周日，他全程用上海话为影

迷讲解了半小时这部沪语版《乌鸦

与麻雀》的前世今生后，又跟大家一

起看完了这部他应该已经看过许多

遍的黑白电影，然后一起走进了上

海的秋夜。

诞生于1949年的《乌鸦与麻

雀》是演员赵丹、上官云珠、孙道临

的代表作，也是跨新旧两个时代的

特殊作品。在这之后，自1949年11

月成立至今，上影厂为全国观众带

来了前文中提到的新中国第一部彩

色戏曲片、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

与祝英台》；带来了新中国第一部体

育题材彩色故事片《女篮5号》；新

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中国动

画学派”的扛鼎之作《大闹天宫》；中

国译制片配音标杆之作《虎口脱

险》；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获得国际大

奖的国产电影《城南旧事》；首部商

业电影动画《宝莲灯》以及有票房统

计以来中国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华语

电影《生死抉择》；第一部参与投资、

拥有中国版权、参与海外票房分成

的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片《伯爵夫

人》；中国第一部攀登题材作品《攀

登者》……上影创造的无数个“历

史第一”、斩获海内外重要奖项的

代表佳作以及即将面世的《猎狐行

动》，都将在影展中一一呈现。未

来几天，《女篮5号》将由非常熟悉

谢晋导演的石川教授导赏，为《虎

口脱险》“站台”的会是配音演员孙

渝烽，《城南旧事》导演吴贻弓之子

吴天戈则将为观众拨开影片诗意

的表达，解读其中个人记忆与文化

记忆的深情对望。11月30日上海

地区的展映结束后，北京、西安、成

都、杭州、广州五大城市的SFC上影

影城，将于12月1日起接力开启特

别展映单元，精选8至10部择厅展

映，使“上影家宴”成为全国影迷的

“光影盛宴”。

本报记者 孙佳音

从孩子到老人
“听爷爷说，他们当年从南极带

回来的一颗企鹅蛋，现在还在（上

海）电影博物馆科教片展区放着，我

想让爸爸带我去看看。”前一天下

午，七八岁模样的小李看完科教片

《企鹅大帝》，他一边回味着帝企鹅

孵蛋时可爱萌趣的姿态，一边琢磨

着之前台上高爷爷讲过的话。高爷

爷名叫高翔，今年已经89周岁了，

他曾经三赴南极，共拍了八部南极

题材的科教片，此次展映的《企鹅大

帝》曾获第12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科教片奖，《珊

瑚》曾获第18届德

黑兰国际教育片电

影节铜奖，他本人

还曾被中国电影家

协会授予“赴南极

英雄摄影师”称

号。值得一提的

是，年近九旬的高

翔是在朋友圈看到影展的推送消息，

主动请缨要来给孩子们导赏。

在展映的观众

里，有很多孩子，他

们的父母，或是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

都曾看着上影厂的

电影长大。在展映

导赏的嘉宾里，也

有不少老人。比如

上周末参加《梁山

伯与祝英台》映后

分享的导演桑弧之

子李亦中，他这样

介绍父亲当年拍摄

的这部戏曲电影：

“这是新中国成立

后拍摄的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

片和第一部彩色电影。1955年5月

9日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放

映，并于27日在巴黎明星电影院公

映，是第一部在法国公映的新中国

影片。电影由美影厂动画片《大闹

天宫》的美术设计张光宇先生担任

美术顾问，于诗意意境中书写情真

意切。”比如本周末将在电影博物馆

为译制片《佐罗》导赏的是著名配音

演员童自荣。35年前，正是童自荣

明亮而帅气、潇洒中带着风流的声

音演绎，让佐罗成为了几代中国观

众不可磨灭的光影记忆。

  部经典之作
带领观众穿越
  载光影时光

“即刻上映·上影75周年荣誉献映”
影展火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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