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杭州一家公司上线销售
的外骨骼机器人，仅  秒就售罄。
上海一家企业的外骨骼机器人已实
现规模化量产，还成立了助老服务
志愿分队，为使用者提供个性化的
使用指导和服务支持。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机器人
养老”话题热度急剧上升，养老机器
人产业顺势崛起，为解决养老难题
开辟了全新的智能化路径。“机器人
养老”并非简单的“机器人+养老”
模式叠加，而是需要达成“人机合
一”的理想状态。在中国电科  所

“上海市特种机器人创新中心”开展
的外骨骼机器人助老服务活动中，
老年人对整机重量、电池续航等问

题极为关注，不少老人希望进一步
减小机器人体积，比如可以整体叠
放装入收纳包，以便在不使用时方
便手提。这充分表明，在养老机器
人的研发与应用中，充分考虑老年
人的实际需求至关重要。

技术革新无疑是机器人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在养老机器人的发展
进程中，先进的技术固然重要，但深
入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力求实现“人
机合一”更为关键。以外骨骼机器
人为例，过去主要应用于应急领域，
主要考量“力气”要足够大；而应用
于养老领域时，关注点则转向续航
能力等方面。对于功能更为复杂的
机器人，在健康监测、通信支持、活
动辅助等方面要求严格，也促使企
业不断创新升级。这些进步都离不
开与老年人开展更加紧密的沟通，

只有充分了解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和
需求，才能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养老
事业。

目前，机器人在养老领域的应
用已呈现出多元化的繁荣景象：在
一些养老院，智能机器人改善了老
年人的生活起居条件；一些地区的
穿戴式外骨骼机器人助力肢体功能
障碍老人康复训练；部分长者陪伴
机器人集日程提醒、陪聊解闷、查菜
谱、紧急呼叫等功能于一身，成为老
年人的贴心伙伴；还有机器狗“小
西”不仅能承担送药任务，还能陪老
人散步，为老年人的生活增添乐
趣。这些实际应用案例充分展示了
养老机器人在不同场景下的功能和
价值。此次外骨骼机器人助老服务
活动，还为社区工作者提供专业操
作和维护培训，确保外骨骼机器人

在社区能够安全高效运行，为老年
人提供长期稳定的科技助老服务。

结合社区开展适老化改造，是
推动养老机器人广泛应用的关键所
在。社区作为老年人生活的重要场
所，将养老机器人融入社区服务体
系，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
效的养老服务。政府有关部门应加
大对社区适老化改造的投入，出台
相关政策支持养老机器人在社区的
应用，鼓励企业研发更多适合社区
养老场景的机器人产品。例如，可
以借鉴“上海市特种机器人创新中
心”的外骨骼机器人的助老服务模
式，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使
用指导和服务支持，建立“一对一”
科技助老档案，让养老机器人更好
地融入社区生活。

“机器人养老”结合社区适老化

改造，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新的
思路。在技术革新、多元应用和产
业拓展的推动下，养老机器人有望
成为老年人生活的好帮手，让老年
人在社区中享受更加幸福、安康的
晚年生活。对于上海而言，更应抓
住这一机遇，加大研发和应用力度，
推动更多养老机器人进入社区，在
  分钟生活圈中实现“人机合
一”。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还能为养老产业的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养老事业迈向
新的台阶。

“机器人养老”是一项充满前景
的事业，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
共同努力，以技术为支撑，以需求为
导向，在  分钟生活圈中真正实现

“人机合一”，让老年人共享科技发
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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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下午4时，咖啡品牌“三顿半”
全国首家线下体验空间内座无虚席。二
楼靠窗的长桌边，一位年轻女子举起手
机，对着印有姓氏首字母的罐罐咖啡轻
叹：“连名字都成了艺术的一部分！”咖啡
渣回收制成的桌椅、退役渔船改造的装饰
墙、空气中浮动的烘焙香气，有人埋头敲
键盘，有人低声谈合作，更多人用手机记
录这一刻的慵懒。这座以环保与创意著
称的咖啡空间，成了愚园艺术生活街区午
后最热闹的“社交客厅”。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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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分钟养老生活圈中实现“人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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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菊玲

从地铁11号线江苏路站7号口出来，愚园路

历史名人墙便在不远处静候访客，它以沉浸式、多

元化的设计和功能诉说着那些曾在此居住生活的

名人故事。游客王先生感慨：“透过一个个名字，家

国情怀跃然眼前。”愚园艺术生活街区位于愚园路

历史风貌区精华段，见证上海一百多年的历史文化

变迁，长约850米的主街如同一条时光隧道，串联

起石库门老宅、花园洋房与潮流店铺。“街区启动

改造以来，始终坚持‘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

理念，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半日

闲’。”街区运营方创邑实业品牌负责人许引兰说。

街面上，打扮时髦的年轻人三三两两或漫步，

或驻足于橱窗前拍照，或钻进弄堂深处的小店探

秘。“每次来愚园路都有新发现！”同济大学学生小

陈举着刚买的彩色毛绒玩偶，指着“有蒂棵棵

UODYCOCO”的橱窗兴奋地向记者介绍，这是一家

售卖原创毛绒玩偶、文创品、玩具、摆件等的“野生

艺术小家”，“充满艺术感的设计与多巴胺跳跃配

色，拍照真是太出片了！整个街区就像一座开放

式美术馆，逛累了还能喝杯特调，体验感满分！”

今年，景德镇的陶艺风“刮”到了愚园路。依

托景德镇三宝国际陶艺村的资源经验打造的“旮

旯三宝邨灰空间建筑事务所”来到了愚园路1088

弄，带来了首个展览“旮旯三宝邨陶作展”，50平方

米的小楼被分隔成三层展示空间，淡绿和米色交

织的颜色美学直接带人进入一种静心的状态。

沿着狭窄的楼梯来到楼上，满目的瓶瓶罐罐

随意摆放也很优美，釉色或明丽或沉稳，诠释着

“陶瓷的可能性”，构成了旮旯三宝邨的烟火日常，

空间的每一平米都用到了极致。

旮旯三宝邨的斜对面，“愚园路公共市集”则

充满了烟火气。“吴师傅，这把伞请修一下。”“赵师

傅，我的阔腿裤改好了吗？”……市集一楼，裁缝

铺、修锁摊、鞋匠铺一字排开，一站式解决了周边

居民生活中的“小烦恼”。

“街区的魅力，不仅在于‘网红’标签，更在于

其独特的社区生态。”许引兰表示。开业8年的烘

焙店“WhenPigsFly当猪飞”的主理人“小红旗”

坦言，选择扎根愚园路，正是看中其“历史与烟火

并存”的独特基因。“自由职业者、远程办公的白领

把这里当‘第三空间’。”李女士是附近的居民，她

习惯在午后带本书到弄堂深处的咖啡馆，“这里的

老板记得每位熟客的口味，社区感和商业感平衡

得刚好。”

与此同时，开了30余年的“老伯伯内衣店”仍

挂着5元棉袜、19元马甲背心……店主竺伯伯笑

称：“顾客买的不仅是商品，还有一份习惯。”从徐

汇赶来的张阿姨和闺蜜边挑衣服边感慨：“这里藏

着我们的青春记忆。”

近年来，街区凭借“首店经济”持续出圈。雅

诗兰黛、宜家、科颜氏等国际品牌在此举办首发活

动，街区日流量最高达30万人次。本土原创品牌

同样抢眼，配饰品牌BLACKHEAD

首家街边店、原创袜子品牌上森派系全国首店、创

意杂货铺凡几在上海的第一家复合实体店等众多

高质量品牌首店也都在此落地，以“流量+品质”吸

引Z世代与城市精英阶层。

在首发经济的推动下，创邑还联合多个领域

品牌在街区推出了快闪系列活动。活动汇聚了从

零售体系成熟的经典品牌到新消费浪潮中崛起的

国潮品牌，通过艺术展览、沉浸式空间装置、网红

打卡场景及社交互动体验的有机融合，精准锚定Z

世代消费群体需求。

“s?mthin'else另有奇物”店铺内，咖啡区与潮

玩展区无缝衔接，店铺凭借标新立异的时尚属性、

吸睛前卫的视觉体验、独特审美的消费场景，受到

潮流人士的青睐。主理人Benny说，品牌与街道合

作开发了文化打卡地图，串联红色旧址、名人故居

与潮流店铺，“游客可一边喝咖啡，一边探索历史，

这才是愚园路的深度玩法。”这种“在地文化+潮流

体验”模式，正成为街区商业升级的核心。

“未来，街区将深耕在地文化，融入新兴生活

方式，营造惬意生活氛围，通过打造多元商业场

景，持续满足个性化的消费新需求。”许引兰说。

■ 愚园路安西路转角处的烘焙店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刘歆

■“三顿半”咖啡飘香■ 愚园路一角

历史风貌与潮流店铺碰撞

艺术范与烟火气共生

凭借“首店经济”持续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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