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智能时代带来的便利

老年人并没能深刻体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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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

力相对较弱，但智能设备、智能软

件不应是对部分人的智能。帮助

老年人适应智能化服务，还要在

开发、设计之初将老年人的需求

考虑进来，从步骤到操作上尽量

简化、容易上手。

有专家建议，在城镇地区可

以充分发挥老年大学的作用，开

辟专门的班级和课程，扩大招生

规模；而在农村地区，定期组织巡

回讲座，为农村老年人群体提供

相关培训，帮助老年人群体能够

通过线上娱乐、线上聊天等移动

互联网的应用，丰富精神文化

生活。

在政府政务便民方面，如行

政服务窗口、医院、金融、电力、水

务等给百姓提供生活保障服务的

单位，增设志愿者服务岗，为不会

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提供必要的

协助，为老年人提供便利通道，保

证他们能够享受必要的公共服

务，给老年人多些耐心、多些关

爱、多些尊重，不要寒了老年人的

心。孩子们也要耐心地教老人们

学会新事物，让老年人享受便捷

的生活，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让父

母被时代抛弃，就是最好的孝心。

目前，老年人“智能生活”在

构建多元化多层次服务体系的同

时，也萌生出许多个性化的针对

服务老年群体的产品，针对家庭、

社区等不同应用环境，满足老年

人多样化的老年生活需求，也给

老年人提供多样化选择。

“冯阿姨，我在门口老地方等

您。”早上 7 点，浙江杭州的姐陈

瑛如约将家住江干区的 75 岁老

人冯荷花送至浙江省人民医院。

陈瑛是杭州外事旅游汽车集团的

出租车司机，也是杭州 95128 爱

心平台的队员。

冯荷花老人身体不好，一周

有 3 天要去医院治疗。“往返 10

多公里，以前老伴骑电动车接送

我，风吹雨打坚持了十几年。”冯

荷花说，今年 3 月初老伴生病卧

床，疫情防控期间城市公共交通

又不便，她自己也不会用打车软

件。这时，邻居推荐了95128交通

服务热线，冯荷花半信半疑，“打

电话也能叫到车？”拨通电话，平

台系统很快分配了的姐陈瑛。“冯

阿姨是我在平台‘抢’到的服务对

象。”陈瑛笑道，她加入车队以来

已结对服务过70余名老人，都是

免费服务：“好多同事报名服务，

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能为老人

解决实际困难，蛮好。”

“关注老年人不仅仅是要让

他们吃好、穿暖，也要重视如何让

老人在生活中享受实用的互联网

产品，这能让他们更好地融入这

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人民大

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民政部专

家委员会委员杜鹏说。他认为，现

在的中年人很快会进入老年，而

科技产品更新换代极快，企业应

具备长远眼光，在设计上主动考

虑老年群体需求，这对客户粘性

的增强有着重要作用。而随着基

本公共服务，如公共交通、社保账

户信息查询、就医等越来越多地

使用新科技，在提高效率的同时，

要更多地考虑公平问题，给老年

人等“少数派”提供同样的机会。

此外，政府也有必要通过政策倾

斜，鼓励企业在老年人互联网产

品方面创新，让大家都能共享这

个美好的信息社会。

（本版编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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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老年人由于身体

不便等原因，原本就会在打车时

遭遇一定的“歧视”，如今打车软

件盛行，对大部分都是“科技盲”

的老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家

住北京呼家楼社区的王阿姨说，

一天早晨领小孙女去医院看病着

急打车，等了足足半小时都没有

打到。有的空车不愿意载客，说是

用软件接单了。还有老年人反映，

特别是过年春运的时候，火车票

网上（包括手机）订票可提前 20

天，车站窗口、代售点窗口只提前

18 天，他们辛辛苦苦到窗口排

队，多数线路的票早就卖完了。

“老年人越来越与时代脱节了。以

前，还只是赶不了时髦，现在觉得

日常生活许多方面被排斥。”在北

京西站窗口购票的田大爷说。

72岁的丁秋林是湖南长沙雨

花区东塘街道浦沅社区“老口子”

亲情服务队的队长，吃罢早饭，他

掏出手机，点击接听：“老丁啊，帮

我顶个班。”来电的是他所在的

“老口子”亲情服务队的队员。

“智能手机用了 1年多，微信

通话是唯一熟练的技能。”老丁不

好意思地说，“就这样，用起来都

还有些不习惯。”小区里上年纪的

退休老人不少，用得惯、用得好智

能手机的，确实不多。不是不想

用，而是难掌握。虽然智能手机普

及的年头不短了，但老丁直到去

年才让儿子帮忙买了一个。作为

服务队队长，他经常要联系30多

名老龄志愿者，一个个打电话或

者上门传达，有些麻烦。听说微信

可以建群发通知，他想尝试下。打

开程序，把通知内容打成文字，点

击发送……在儿女一遍遍演示

下，老丁总算记住了。实际操作下

来，效果却不理想。原来有的队员

根本就没有微信，少不得还是用

老办法。

刚用上智能手机时，老丁也

有很多“时髦”的想法——买东

西、坐公交、交水电燃气费，都可

以用手机解决。结果，一次操作把

他“唬”了回来。“我看手机上有个

红包，就点击了一下，没想到，又

要输身份证号，又让输密码。”老

丁操作了几步，突然意识到可能

是诈骗，赶紧停了下来。

虽然当前已进入了网络时

代，互联网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互联网产品早已成为“日

用品”。不过，许多老年人对这些

新技术、新产品还很陌生，甚至一

些互联网产品还让不熟悉操作的

老年人受到了利益损害。

经济发展的列车在技术进步

的浪潮助推下，不断加速向前驶

去。高效、便捷是智能时代的关键

词。但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正在

“掉队”。数据显示，过去近 20 年

间，我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

加了6000余万人。而与之相对应

的是，六成中老年人不会在网上

缴纳手机费；七成中老年人不会

网上购物、导航。

当后浪带着朝气奔涌而来，

难道前浪就只能随时光隐去，退

出舞台？不是的，前浪也曾奔涌，

他们都是时代的主角，努力生活

始终是共同的追求，理应共享经

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家住贵州省贵阳市的凌裕明

今年 77 岁，不久前他起了个大

早，特意抽出一上午时间，赶到中

信银行乌当支行。

“用手机银行，随时随地都能

办理转账业务，还省去不少麻

烦。”工作人员向俊萍赶紧引导老

人落座，“注意密码是 8 位的，包

括数字和字母，字母要分大小

写。”约莫 20 分钟，总算开通了。

趁着热乎劲儿，老人想练练手，几

分钟后，完成了第一笔跨行转账。

“能办的事挺多，还能刷指纹，大

拇指一戳就行，再也不怕记混了

密码。”

“越来越多老年人，都在接

触用手机办理业务，有一部分人

还是愿意来柜台，这是一种习

惯。”向俊萍说，有些老人不会

操作，担心按错键，交易会不安

全；有些觉得手机本身不安全，

一旦被偷或者中病毒，钱就没

了 ，“ 我 们 的 业 务 窗 口 是 足 够

的，老人即使来柜台，也不用花

太长时间排队。”

该支行负责人王国芳介绍，

中信银行还与当地老年大学合作

推出线上云服务平台，帮助老人

线上报名、缴费、选课等，还会不

定期走进社区给老年人上手机课

程，“通过线上与线下的结合，充

分调动资源，帮助老年人真正融

入智能生活。”

有 一 部 分 老 年 人 积 极“ 触

网”，学习意愿非常强烈，但是需

要解说者助力，而子女却又常常

不在身边。沈阳、宁波、苏州等地

依托社区举办“手机课堂”，手把

手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和相

关应用程序，不少老人学会了手

机上网。当老人们“触网”的“技

术壁垒”被清除，不仅感受到科

技带来的便利，生活也变得丰富

多彩。

网上购物、移动支付、线

上挂号，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正

深刻改变着生活，科技带给我

们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然而，

对一些老年人来说，便利的科技反而带来

的是不便：疫情期间，扫不出健康码而徘

徊在小区外，使用不了移动支付在难以找

零的超市着急，起大早去医院排队却失望

而归……智能时代，如何不让老年人成为

数字生活的局外人?

当下，社会和各行各业正在关注老年

人的“触网”状态，为他们适应智能时代、

共享科技红利，探寻解题之道。近年来，针

对这些基本需求，很多行业都在提升服

务，完善流程，降低老年人使用移动互联

网的技术门槛，也给他们在生活上提供多

种选择。例如，以老年人为目标人群的智

能手机和应用，软件开发者正尝试着改进

功能，从而使老年人更快上手；在公共场

所等一些生活场景，为没有条件学或者学

得慢的老人保留传统的“慢选项”，让他们

不至于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步履维艰。

多措并举帮助老年人

“玩转”智能生活2

老人乐享生活

服务还需更灵活3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忙碌的

工作而无法时刻陪伴在父母身边，而父母

上了年纪后容易行动不便，当发生意外摔

倒或其他突发疾病时，可能会面临急病无

人知晓的困境。这时，我们可以使用一些

简单又智能的设备，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

捷。那么，都有哪些智能设备适合老年人

使用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 智能手环可监测健康数据

智能手环已经在运动、健康保健等领

域得到了初步认可，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

活当中。据报道，通过智能手环，用户可以

实时获取自身的各项生理信息，包括心

率、步数、热量消耗、睡眠质量等；在功能

方面，手环还能提供日常活动追踪、睡眠

质量监测、久坐提醒、闹钟等服务。因此，

这种手环非常适合给老年人佩戴，监护人

可以通过数据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

▲ 老年人手机新增远程功能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目前，市场上

的一些老年人手机不仅采用了符合老年

人使用习惯的按键布局及操作方式，还配

备了远程服药助手、远程位置服务、重要

信息前置显示、健康养生、外放收音机等

功能，有的老年人手机还配备了跌倒报

警、防意外闹钟等人性化功能。这些手机

都非常适合老年人使用。

▲ 红外感知仪能帮你看护独
自在家的老年人

红外感知仪可有效地避免老年人独

自在家时出现意外。家中有老年人的家庭

可以将红外感知仪安装在卫生间、厨房或

卧室等地方，当红外感知仪在设定的时间

内没有检测到老人的活动迹象时，就会自

动向信息平台发射“求救”信号。根据老年

人的需求和健康状况，家人可把感知报警

时间设定为4小时、8小时或更长的时间。

▲ 智能掌上超声设备：不方
便前往医院的老年人可在家
就诊

目前，市场上的掌上超声设备体积

小、全触屏操作，简单易用，并可以对特定

的病情进行辅助治疗。由于其简化了使用

难度，在疾病筛查、治疗过程中的可视化

引导以及治疗效果评估上具有很大的作

用，因此这种产品可以让不方便前往医院

的老年人在家中享受医疗服务。

（人民网 张泽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