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人机配送、“夜经济”焕新……

新场景新体验激发四川消费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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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露营火爆。在四川天府
新区麓湖生态城麓客岛景区，搭载着方
形盒子的无人机，缓缓降落在绿草坪中
间的黑色“停机坪”上。景区工作人员打
开方盒，取出里面的外卖，将其送到附近
露营的游客手中。

“以咖啡外卖为例，最近的咖啡店到
这里直线距离1.5公里，无人机配送仅需
3分钟左右，便捷高效，很受游客欢迎。”
无人机运营方、成都携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云霄说。

记者了解到，四川持续深化低空空
域协同管理改革试点，发挥通用航空、无
人机等产业优势，无人机配送等低空物
流新模式不断涌现。

无人机配送、“避暑游”火热、“夜经济”
焕新、消费品更新……四川持续打造消费
新场景，推出消费新体验，激发消费新动能。

九寨沟县地处四川省北部、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东北部，较高的海拔，造就
了这里凉爽的气候。正值暑期旅游旺
季，九寨沟推出百万元文旅消费券，向游
客发出“避暑游”邀请。

九寨沟景区数据显示，截至7月6日，
2024年以来九寨沟景区接待游客总数突
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29.4%。

“夜经济”消费场景焕新。在成都宽
窄巷子，成都市青羊区“夜间文旅消费
季”活动正在举办，游客可以体验夜娱、
夜游、夜市、夜读等众多新场景。“夜娱”

消费场景中，在天府广场旁边的四川大
剧院，中外知名剧目轮番上演；想要“夜
游”，可以到文殊坊，感受老字号新国潮
带来的消费新体验……

“在宽窄巷子，一边品尝川菜小吃，
一边看川剧变脸，消费体验新鲜有趣。”
来自湖南的游客杨帆说。

绵阳方特是四川着力培育的“蜀里
安逸”品牌之一。目前，一场暑期主题活
动“国风泼水节”正在这里举办，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消暑。四川省商务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消费新场景是构建“蜀里安
逸”品牌体系的核心支撑，去年，四川已
经评选出包括成都东郊记忆、绵阳方特
在内的40个消费新场景；今年7月初，又

公布40个消费新场景，包括“不夜天府”
“潮品嗨购”等多个类别。

消费品以旧换新，也为消费注入新
动能。“四川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存量
资产量大面广，消费品换新需求强烈。”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总规划师韩斌说，四
川主要针对汽车、家电、家装3类耐用消
费品实施以旧换新，以汽车为例，四川汽
车保有量超1500万辆，通过以旧换新，特
别是鼓励传统油车更换为新能源汽车，
可以有效促进汽车消费。

四川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
5月，四川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979亿元，同比增长5%。

（新华社成都7月11日电）

认知障碍，主要表现为记忆障碍、失
语等病症，高发于老人群体。在成都，有
个“忘不了”咖啡厅，一群因为认知障碍
住进来的老人在这里体验到了“被需要”
的感觉。

“忘不了”咖啡厅位于四川首个认知
障碍友好街道——成都市成华区白莲池
街道爱恩康养·大熊猫基地社区医养服
务综合体（以下简称“爱恩康养”）内，店
员由年轻的社工和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
老人担任。

7月1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来到这里探访时，老人们刚刚午睡起
床，正在喝下午茶。喝完下午茶，代奶奶
和周奶奶相约到外面散步。

“代奶奶，我想喝咖啡了，可以给我
做一杯吗？”见两位老人下楼，工作人员
段彬“逗”起了两位奶奶——自打老人住
进来以后，工作人员常常用这样的方式
与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互动。这杯需要
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制作完成的“忘不了”
咖啡，不仅能让老人们收获乐观健康的
心态，也能延缓她们的病情。

每周学做咖啡
做出来的咖啡卖给附近的人

“妹妹，我认识你不？”笑脸盈盈的周
奶奶一看到记者，首先发问，然后伸过手
来，握住记者的手说起话来。

“您多少岁啦？”“我28岁。”周奶奶
说话间，并无半点玩笑的意味。但实际
上，她已经88岁，这便是认知障碍群体
的表现。

爱恩康养创始人、成都市生命关怀
协会理事长苏有城提到了一组数字：目
前，中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有3877万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其中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983万。大脑内部发生的变化，让
老人们丢失了一部分记忆，也导致其他
病变。

位于爱恩康养一楼的“忘不了”咖
啡，便是老人们对抗遗忘的方式。每周
末，爱恩康养的社工会组织入住的老人
到咖啡厅练习做咖啡，做出来的咖啡则
会卖给附近的人们。

见经常带自己出去兜风的小伙子提
出了需求，代奶奶立刻用小表情向工作
人员发起了求助。虽然已经做过好几次
咖啡，但代奶奶还是忘了该怎么做。

工作人员吴亚男扶着两位奶奶进入
咖啡厅操作间，开始制作咖啡的过程：磨

豆、压粉、萃取、打奶泡，再加入咖啡液……
看起来，这杯“忘不了”咖啡与寻常咖啡
别无二致，但对代奶奶和周奶奶来说，这
是最宝贵的“礼物”。代奶奶想把这杯

“好吃的”送给段彬，也想送给苏有城。
在这之前的几分钟，苏有城刚刚到房间
与她交谈过，对她来说，他应该是脸熟的
朋友；周奶奶还不知道刚刚做的是什么，
她觉得手上端着的是“牛奶”，想带回房
间给自己的老伴。

跨龄互动疗愈
让认知障碍老人轻松自在

2019年，一档关注认知障碍的公益
节目《忘不了餐厅》上线，这档节目通过
记录患认知障碍的老人与明星互动、与

餐厅中的食客互动，让更多人关注到认
知障碍人群，也让老人们能够走进人群，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忘不了”咖啡厅的出现借鉴了《忘
不了餐厅》的模式，但实际上，对认知障
碍群体的关注和研究，苏有城和他的团
队早在2016年就开始了。

为了让团队的认知更专业，多年来
苏有城一直与国内、国际的专业医疗团
队保持联系，通过学习和培训的方式，更
新自己的专业知识。

“通常，人们把认知障碍等同于阿尔
茨海默病，实际上造成认知障碍的病因
远比人们想的复杂。”苏有城说，阿尔茨
海默病是认知障碍症中的一种，占比约
为60%。调查显示，每3秒全球就会有一
个老人被认知障碍类病症“选中”，这种
情况暂时“无药可救”，只能以辅助手段
延缓病情，这是目前能确定的结论。

为何选择开设咖啡厅？苏有城说，
如今的老人对咖啡其实并不熟悉，喜欢
喝咖啡的大多是年轻人。让老人亲自做
咖啡，再去卖咖啡，实际上是在进行跨龄
互动。

在苏有城看来，跨龄互动是疗愈老
人认知障碍的重要部分。“老人与孩子沟
通是自由自在的，而且孩子的活力也会
给老人带来很大的影响。”苏有城表示，
他们还会举办一些亲子活动，让小孩与
老人进行互动。也是在这样的互动过程
中，他们发现老人的思维逻辑逐渐变得
清晰起来。

成都有个“忘不了”咖啡厅
认知障碍老人在这里对抗遗忘

流通的“爱恩币”
让老人们感到富足和快乐

一方面疗愈老人，另一方面，苏有城
也希望消除大众对认知障碍的偏见和误
解，并提倡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患者的世界像梵高的星月夜一样，
混乱但是特别。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
的爱。”一位看完认知障碍科普的市民，
在“忘不了”咖啡厅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何对认知障碍进行干预？苏有城
表示，难点在于要对它有充分认知，理解
并相信患者拥有情感记忆，同时用科学
的方法推算分析患者的反应机制，再采
取对应的方法。

为了让认知障碍患者找到生活中的
乐趣和成就感，苏有城制作了在院内流
通的“爱恩币”。例如，制作一次咖啡可
以获得20币，唱歌、跳舞、画画、喂养宠物
等可以获得10币，每天喝够1500毫升水
可以获得50币等等，这些奖励让老人们
感到富足和快乐。与此同时，“爱恩币”
也可以通过理疗、康复或是购买物品的
方式花出去。

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老人们
的积极性，让他们有了成就感。

回归社会很难
但他们可以有尊严地生活

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经过一段时
间悉心的照料，还能回归社会和家庭
吗？苏有城坦言，很难。他表示，尽管团
队在努力营造一个相对舒适和稳定的环
境，给予认知障碍群体爱和陪伴，但当环
境发生变化或是再度遇上不恰当的沟通
与安排时，患者可能再度发病。

既然回归社会几乎不可能，那么“忘
不了”咖啡厅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苏有
城用一次售卖经历作为他的答案：“忘不
了”咖啡厅刚开业时，正值春天，爱恩康
养周边来了许多露营的年轻人，苏有城
带着老人们端着做好的咖啡前去售卖。
虽说真正前去卖咖啡的老人只有几个，
但院里的老人几乎都出动了。大家望着
露营地里的年轻人，感受着接触自然和
人群的快乐，每个人都在笑——那一刻，
苏有城觉得这份工作是有价值的。

“他们可以一直很快乐，可以很有尊
严、有品质地生活，直到离开，这就是一
个挺好的状态。”苏有城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吴亚男制作咖啡时，88岁的周奶奶
在一旁观看。 秦怡摄

在草坪售卖咖啡，让老人们收获了快乐。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