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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10月27日，聊城市成无
己职业培训学校面向特定群体招收56
名学员。学员通过聊城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组织的考评，即可获得全
国通用的保健按摩师证书。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养生保健意识的增强，社会上对保健
按摩服务的需求大幅提升，除专业按
摩机构外，许多休闲场所及疗养、康
复、养老机构纷纷增设保健按摩服务，
保健按摩师的就业前景广阔。

据行业主管部门测算，全国需要
约700万保健按摩师，而持证者仅9万
多人。

聊城市成无己职业培训学校是一
所从事保健按摩师职业技能等级水平
培训的正规国有单位，隶属于聊城市
新闻传媒中心，拥有临床工作经验丰
富的师资队伍和学习、实践、食宿一体
化教学环境。

学校得名于宋金时期著名医学
家、国医亚圣成无己，秉承“至人无己”

的中医文化精神，志在为我国大健康
产业发展赋能。

10 月 28 至 11 月 4 日，聊城市成无
己职业培训学校将在聊城水上古城举
办保健按摩师职业技能培训班，课程
包 含 中 医 基 础 理 论 、经 络 学 、腧 穴
学、推拿手法学、反射疗法学、心理
学，以及全身推拿操作技巧、刮痧疗法
等。

招收对象包括待业青年、下岗职
工、家政工作人员以及打算从事保健、

按摩工作的广大中医爱好者，不需要
有相关专业基础。

此次培训招收 56 名学员，培训
结束后学员可参加聊城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考评。通过考
评者可获得全国通用的保健按摩师
证书，并由聊城市成无己职业培训学
校推荐工作岗位。

此次培训学费每人980元，白天和
夜 晚 均 授 课 。 咨 询 电 话 ：0635-
8331666、13676388688。

保健按摩师职业技能培训班火热报名中

新华社记者 陈灏 杨文 袁敏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
国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8亿，占总人口的
19.8%。业内人士认为，提高老年人口生
活质量，要从衣食住行等身边事上加强
有效产品供给，以优质的老年用品调动
社会消费意愿，让老人们不“将就”、能

“讲究”。

“年轻款式挑花眼，老年款式没得选”

除了保健品好买，衣食住行中经常
是有钱难买“称心”，这是很多老年消费
者挑选日常用品时的共同感受。

养老机构也有很多需求难以满足。
有养老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曾想引
进智能翻身床，但试过多家企业的产品，
都达不到要求。“我们希望用上好的高科
技产品，但很难找到。”

一些业内人士用“土薄根底浅，草盛

豆苗稀”来形容当前老年用品市场的发
展状况。

不仅供给总量不足，一些产品还“缺
斤少两”“以次充好”。山东省老年产业
协会会长白玉光举例说，老年人常用到
的成人纸尿裤，对吸水层厚度、吸附效
果、除臭等要求与婴幼儿纸尿裤差别明
显，但一些产品简单照搬婴幼儿纸尿裤，
还有企业减少吸水层厚度，甚至用再生
材料替代无菌材料。

难买也难卖 供需“两端挤压”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老年用品市场
不仅存在难买的问题，也存在难卖的问
题，导致老年用品渗透率不高。

——产品对老年群体的生理特征不
贴近。老年人由于存在皮脂分泌下降、
骨质疏松、身体变形等特征，对服装服
饰、日化用品等日常消费品的适老需求
高，相关产品需要兼顾功能性、便捷性、

安全性等多重要求，但多数行业的针对性
细分不明显，对老年人群体的关照不足。

——消费渠道不畅通，线下门店不
足。记者调查发现，城市中老年用品在
医疗养老机构之外很难买到，农村地区
更是连轮椅、纸尿垫都很难买到。许多
老年用品只能通过网络渠道购买，然而
老人上网普遍“不利索”，习惯使用网络
的年轻人又不了解老人的需求，有购买
意愿的老人也买不到心仪的产品。

——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对新
业态、新产品的覆盖有待提升。有业内
人士说，有的企业不做研发，只模仿跟
风；一些老年用品生产企业投入大量资
金、人力搞研发，但产品刚生产出来就遭
遇抄袭、仿制和假冒。

——老年群体崇尚勤俭节约，储蓄
意识强。“很多老人积蓄都想留给子女，
不舍得给自己花，也不愿意子女为自己
多花钱。”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青

岛分公司总经理李鹏说，不少老人习惯
于节衣缩食，宁愿苦自己也不愿意给孩
子“增加负担”，客观上也使老年用品难
以“走出深闺”。

让老人不“将就”能“讲究”

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已
步入老龄化社会，让规模庞大的老年群
体拥有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主要还是
需要提高优质老年用品的供给，让老人
们减少“将就”。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
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壮大
老年用品产业，加强老年用品研发制
造。近期，工信部具体发布了《2023年老
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推广包括老年服
装服饰、养老照护产品、日用辅助产品、
适老化家居产品等263种产品，其中不乏
柔性翻身智能床、智能跌倒防护服等切
中机构和消费者“痛点”的产品。

老年人消费为何“将就”多“讲究”少

10月22日，演员在开幕式现
场表演。

当日，第七届武当太极拳国
际联谊大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
全国武术之乡湖北省十堰市武当
山旅游经济特区开幕。此次大赛
竞赛项目按照世界传统武术锦标
赛标准设置，涵盖武当武术各流
派和拳种，共有1500多名国内外
运动员报名参赛。

新华社发 杜子璇 摄

第七届武当太极拳

国际联谊大赛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