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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为什么习惯在 85 度
C、麦当劳里占座聚会？在上海，
几乎每个社区都有日间照护中
心、长者照护之家，此外，上海还
有超过 6000 个老年活动室、近
500 个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可
是，生活在上海的长者们为什么
还觉得“身边没有公共空间”？

有老人谈到，基层的街道、社
区拿出房子、空间来为老服务，可
谓是诚意满满，但是这些空间往
往缺少有效利用和妥善的安排。
有的规定了开放、关门时间，却未
必有人负责开门、关门；有的虽购

买了健身设施，却未必考虑到这
些设施的“适老化”。面对越来越
多的城市老人，这些为老服务空
间能否真正利用起来，运营能力
能否提高起来，这些都是摆在城
市管理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还有社会学家提到，老年人
扎堆 85 度 C、麦当劳等，背后反
映的是他们迫切的社交需求。在
不影响日常运营的基础上，相关
商业场所、门店等应为前来聚会
的老人提供场地、优惠产品、免费
热水等，这才是积极参与养老、为
老服务的体现。

抛弃活动室占领面包店，大爷大妈咋了
一篇题为《知名老牌面包店85度C，坐满“失意”的上海老人》的文章日前在社交媒体上

引发热议。有人表示，随着老龄人口越来越多，银发族扎堆商业场所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有
人不太赞同对参与聚会的长者冠以“失意”的评价，觉得这是一种“抱团养老”。

事实上，长者扎堆的情况不只出现在85度C，在很多城市中的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
等商业场所，也有过类似现象。银发族为何会在面包店、咖啡馆聚集？商业场所如何与长
者更好共处？（摘编自《新闻晨报》《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

走进上海静安区彭浦新村地
铁站旁边的85度C闻喜店，就像
瞬间进入了一个微缩版的老年社
区。这家不到100平方米的店铺
里，摆放着的六七张餐桌座无虚
席，全部都是老年人。

来这里的老人几乎每天都按
时“打卡上班”。在 85 度 C 闻喜
店，67岁的朱月红是常客。她告
诉记者，之前老伴一个月退休金
有7000多元，老两口退休生活本
来过得很不错，但去年9月，老伴
突发疾病走掉了。从那以后，她
的心情一直很压抑，也没有地方
可以诉苦。后来，她偶然发现85
度 C 的门店常有老年人聚集聊
天，自己也就跟着进来坐坐。在
那之后，生活的苦闷、命运的无常
都有了一个倾诉的空间。

56 岁的刘慧也把这里当成
生活的“中转站”。她告诉记者，
她有两个孩子，每天下午来这里
坐一会后就去菜场买菜，准备给
孩子们做晚餐。在她看来，走进
这间面包店，她可以短暂地对繁
重的生活喘一口气，“到了我这个

年纪，最大的心愿就是不想再给
子女增添任何麻烦”。

在85度C，62岁的胡建国经
常什么都不点，很多时候，他都在
埋头做题。胡建国是铁路上的退
休工人，妻子也早早被买断下
岗。胡建国有一个独生子，27岁
还没有成家，也没有买房。胡建
国一直想着，要帮儿子攒一套房
子的首付出来。于是，自从两年
前退休后，胡建国都在忙着再找
一份工作。前段时间，他问过很
多岗位，还尝试过重拾老本行
——给人修空调，但雇主以他年
龄太大婉拒了。辗转一个多月，
胡建国什么工作都没找到，想来
想去，他只能去应聘保安。在面
包店，他经常一个人坐着，手中拿
一个旧本子，对着手机抄题。他
告诉记者，自己正在备考驾照，因
为当保安的硬性条件就包含这一
条——能帮顾客、业主们停车、挪
车。但是，因为记忆力大不如前，
他总是卡在科目一。“很多东西死
记硬背，但前背后忘。”胡建国无
奈地说。

在很多长者看来，85度C几
乎满足了他们所在意的各种要
素：暖和、离家近、同龄人多、东西
不贵。在他们的生活里，的确缺
少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

72岁的桑丽告诉记者，她每
周都会坐 1601 路公交车从宝山
万达来到85度C闻喜店，她和好
姐妹已经把这家店当成组织活动
的一个固定场所。说着，她一脸
兴奋地拉过记者，欣赏起她和几
个姐妹游玩时拍摄的短视频。当
被问及“为何不去社区活动中心”
时，桑丽表示，“其实社区也提供
了休闲娱乐的场所，但基本上没
什么人组织活动。所以我还是喜
欢来这里，碰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家就彼此留下联系方式，并约
着出去搞活动”。

活动半径也是多位长者提到
的高频关键词。患上脑梗后，方
海就很难一个人出远门了，面包
店是他为数不多的、能和外界沟
通的场域。两年前，方海突发脑

梗，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之后，衰老
好像突然就来了。方海的左脚开
始萎缩，走路一瘸一拐，速度很
慢，从家里到面包店，从前5分钟
的路程，现在需要走20分钟。天
气好的时候，方海会和妻子一起
出门散步。但健康的妻子步伐匆
匆，于是，两个人经常分道扬镳，
妻子走去公园，方海只能走到面
包店。

老人们聚在一起，性价比也
是需要考虑的。在店里老年人多
了后，85度C里的最热单品也变
了。对于来这聚会的长者来说，
动辄30元一杯的精品咖啡是用不
上的，十多元一杯、喝了不至于失
眠的奶茶、拿铁，才是更好的选
择。或许是意识到了客群发生的
微妙变化，在85度C进门处的宣
传海报上，标记着这家店的主推
品——一款 99 元的“熟客咖啡
券”，包含9杯咖啡，折算下来不过
11元1杯。很难相信这是在寸土
寸金的上海会出现的价格。

85 度 C 并不是老人聚集的
唯一场所。胡建国透露，一条街
的距离之外有一家麦当劳，同样
聚集着很多老年人。

在胡建国所说的这家麦当
劳，记者认识了 70 岁的陈玉兰。
陈玉兰说，自己在这家麦当劳已
经待了一年多，每天等到33岁的
女儿下班，再回去做晚饭。陈玉
兰喜欢唱歌，不需要帮女儿做饭
的时候，她会和歌友们去常去的
歌厅，一个人花 25 块钱从晚上 7
点唱到11点。出门唱歌时，陈玉
兰会换掉平时的行头，“衣服会换
套有档次的，口红也擦起来”。相
较于麦当劳里苦等女儿下班的母
亲，那个在舞台上唱歌的人，才是
陈玉兰更喜欢的自己。

有人或许会问：85 度 C、麦
当劳等商业场所里坐满了老年
人，他们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吗？记者在连续几天的采访与观
察中发现，以85度C闻喜店为样
本，这里早已悄然形成了一种属
于老年人和商家之间的默契。

张月每次来 85 度 C，都只点
一杯柠檬茶。张月表示，这里的
不少老人都和她一样购买了年
卡，点一杯饮品只需要 10 元左
右。“我们每次来，都会自觉点单，
毕竟店里也是要做生意的，我们
不想给店员添麻烦。”

记者观察还发现，在 85 度
C，没有点单的长者，看到点单的
客人时，基本都会主动让座或
者起身出门逛一逛。在结束聚会
时，他们往往还会主动帮店员清
扫垃圾。店里的一位面点师告诉
记者，这家店里的很多长者都是
他的老熟客，“每个人退休后有什
么爱好，家里是什么情况，我都一
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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