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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一部智能手机，可以走
遍天下。放在 10 年前，谁也
不会想到，移动互联网会对
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又深
刻的影响。网络购物、移动
支付、网约车……似乎生活
的一切都可以转移到线上完
成 。 2020 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期 间 ， 移 动 互 联 网 大 放 异
彩 ， 在 服 务 大 众 生 活 的 同
时，也在助力防控疫情。中
国不断迈向数字化社会。

但是，移动互联带来的
方便生活却并不是对每一个
人的。老人因为没有健康码
不能乘坐公共交通、老人因
为不会预约挂号而导致看病
难……老人成为了数字社会
的一个盲点，尤其是防控疫
情的背景下，这个盲点显得
很突出。

如果老人能够融入数字
化社会，能够基本使用移动
互 联 网 ， 这 无 疑 是 皆 大 欢
喜。但这不能强求，因为年
龄、经济条件等种种原因，
总会存在一些无法使用智能
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人，这
些人就成为我们在推进数字
社 会 建 设 要 高 度 关 注 的 群
体，在数字化中留一点非数
字的空间。

制 定 政 策 不 能 “ 一 刀
切”。为了防控疫情，许多医
院实行预约制，入院需要扫
健康码，这无可厚非。但是
在执行之中不留余地，对于
有 庞 大 医 疗 需 求 的 老 人 来
说，有时就很显苛刻：不会
网上预约，不会使用健康码，那就无法到医院检查开
药。这就是典型的“一刀切”的做法，人为地将一些
不会预约，不会使用健康码的人排除在外。利用移动
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服务民生是好事，但是在执行中

“一刀切”，就会让好事变得没那么好。
关注特殊群体的需求，开辟非数字化的空间。

在老人等特殊群体面前，“数字鸿沟”格外需要引起
注意。数字社会建设应该是属于全社会的，尤其是
老人。中国逐步走向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各种需求
的满足将会催生众多的产业，带动经济的发展。所
以，移动互联网不应该排除那些没有智能手机、不
会使用互联网的老人。而是应该利用技术、政策等
帮助老人适应移动互联网，适应数字社会，开辟一
些特殊的非数字化空间，让老人等特殊群体同样能
够享受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红利。甚至可以这样说，
数字社会建设的成与败，这些特殊群体需求的满足
将会是重要的试金石。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其中离不开移动互联网等新
技术的支持。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我们就可以
深切感受到新技术的魅力和便捷。但是无论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如何现代化，都不应该忽视社会中任何一
个群体，尤其是老年人群体。所以，如何让老年人适
应未来的新技术，能够合理地使用新技术，检验着一
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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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智能手机难处多

“下回再买票的时候，让我看着点，你教教我。”
这句话，小周已数不清听了多少回，可他总

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一到操作的时候就抛诸
脑后。小周告诉记者，退了休的母亲想学着从手
机上买票。他知道母亲并不是怕麻烦自己，动动
手指头的事而已，更重要的是对手机网络带来的
种种便利感到新奇，她想跟上年轻人的步伐，不
想被时代抛弃。

其实小周也不是没教过，只是母亲学得慢、忘
得快，输入车站、选择日期、查询车次、选座、支
付，自己一分钟就能搞定的操作，要教上好几遍，
母亲总能蹦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退回上一步、
在哪重选日期……他以为界面清晰、操作简便，可
是在年老眼花的母亲那里，每一步都充满障碍。

当手机软件成为主要的购票渠道、纸质车票逐
步取消时，对老年人而言，这意味着一个近乎全新
的时代悄然到来：不仅是网购车票，非现金支付、
扫码点餐、线上挂号、网约车出行……移动互联网
时代，离了智能手机，几乎是寸步难行。

这种无奈，在老人扎堆的医院更是常见：“来了
才知道，看病还得预约，一大早赶公交车过来，连
个号都挂不上。”山东省青岛市中心医院大厅，魏先
生老两口一脸茫然。“老伴儿肠胃不好，早上过来想
找个专家给看看，一问才知道，专家号早就约满
了。”魏先生说。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病人可以
通过现场自助机器、电话、微信或“慧医”APP 预
约挂号，如果没有预约，普通号也未必能挂得上。

这种情况并非只发生在青岛。在山东济南，市
民李大娘到市口腔医院就诊，但因为用的不是智能
手机，导致没法挂号；今年起，天津多家医院的主
任号、副主任号必须预约……

在这些医院大厅里，大多都会在醒目位置张贴
手机预约就医的方式，下载 APP 或关注相关微信公
众号就能预约，但导诊台的工作人员周围还是站满
了充满疑惑的老人，老人们也不停地重复着相似的
问题。有预约的老人多是孩子帮忙，其他多是和魏
先生两口子一样，想着早点儿来医院排队挂号。

“对老年人而言，学习能力下降导致使用智能手
机的可能性相对要低，用智能手机预约挂号有一定
困难。而老年人恰恰是医院的常客。”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教授陆杰华说。医疗系统越来越先进、智能，
医院想要减少病患的排队等候时间，但许多老年人
却并没有能够享受到智能化带来的福利，反而有时
会显得无所适从。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人，互联网普及
率达 64.5%，但 60 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仅为 6.7%。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到 2019年底，60周岁及以
上人口占比约为18.1%。从这两项数据推算，有上亿
老年人没能及时搭上信息化快车。

有老人成互联网“难民”

“与传统上网方式相比，移动互联网具有便捷、
及时的特点，对生活的影响也更为深巨。移动互联
网的传播和使用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老年人的
普及率要远低于中青年群体。今天的年轻人是互联
网‘原住民’，而老年人则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移民’，他们需要适应新技术手段。但是
由于学习能力、理解能力相对较差，一些无法适应
新环境的老年人就成为移动互联网的‘难民’。”陆
杰华表示，吃饭、购票、出行，处处都离不开智能
手机，“不用手机约车几乎打不到车、用手机支付常

常还有优惠而现金支付则没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
是一种不平等。”

无法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老年人，不仅面临
着诸多不便，而且“数字鸿沟”还把部分老年人的
精神世界与中青年群体隔绝开。

下午3点多，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路白家庄小
学，门口站满等待孩子的人群。其中一位老人引起
记者的注意：他蹲坐在马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
和行人，小孙子拿着手机站在旁边，专注地在屏幕
上划来划去，两人沉默不语。

“大爷，接上孩子怎么还不回家？”
“还有一个呢！”
看着旁边头也不抬的小孙子，老人家渐渐打开

了话匣子，向记者道出自己的无奈。平时做饭、往
返学校接送，他跟孙子在一起的时间不少，可说话
却不多。一放学孙子就拿出手机，不知道在鼓捣什
么，儿子也不例外，回家很少和他聊天。“忙碌了
一天，本想和孩子们说说话，但他们回来总是对着
手机。”

他自己也想学，对小小屏幕下隐藏的巨大世界
充满好奇，可已有些力不从心了，只学会些简单操
作，碰到手机支付、共享单车这类流程稍微复杂一
点的，就只能干瞪眼。

相关人士认为，在移动互联网社会中，缺乏话
语权和学习能力的老人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
体。即使在家庭中，也隐约有被边缘化的危险。陆
杰华指出，移动互联网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
会交往模式发生改变，面对面交往频率减少，这会
对老年人精神上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儿女常劝 67岁的汪月梅，天热的时候别总往菜
场跑，手机下单就行了。可她却说：“有时候真挺孤
独，出门逛逛超市和菜场、排排队也是一种消遣，
有时候碰上老熟人，一起聊聊天，其实挺好啊！”

即便顺利搭上移动互联网时代快车，空余时间
多、辨识能力弱、网络安全知识不足的老年人也容

易成为互联网诈骗对象，尤其对具有独立经济能力
的老人而言，遭受互联网诈骗的后果更为严重。

多向发力跨越鸿沟

不过，也有很多老年人拥抱智能手机，在移动
互联网的世界如鱼得水。在 B 站上拥有超 37万粉丝
的江敏慈老人、抖音上短短 15 秒视频就有 260 万点
赞与近10万评论的“时尚奶奶团”，还有更多熟练使
用语音聊天、移动支付的老年人在手机屏的“视”
界中玩得不亦乐乎。

“爷爷奶奶，我考了 100分，老师又表扬我了！”
手机屏幕传来小孙子稚嫩的脸庞和兴奋的话语。

“好，继续努力！”卢老汉两口子开心地笑了。孙子
从小跟着他俩生活，感情十分深厚。6岁起，小孙子
离开河北平山农村老家，跟着父母到城里上学了。
祖孙之间没法经常见面，儿子就给家里装宽带，买
智能手机，帮着注册微信，教着怎么加好友、发语
音、视频聊天……现在，一到孙子放学，老两口就
拿起手机，等着和孩子连线。

作为“国民级”应用，截至 2018 年 9 月，微信
55 岁至 70 岁用户已达到 6100 万。“想孩子了，就发
个微信，等他有空了就会回我，打电话怕打扰他工
作。”年迈的父母正努力跟上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行
为习惯，拥抱新的社交方式。

不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南京师范大学发
展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长谭顶良表示，除了公共服务
给予老年人照顾之外，家庭中的代际支持和“文化
反哺”也极为重要。对年轻人来说再简便的操作，
在老年人眼里或许会是一座高山。要让父母融入移
动互联网时代，除了买“硬核”产品，更要有足够
的耐心。

近日，浙江杭州一个姑娘，为了教会外婆使用
微信，制作了一份“微信”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字
迹工整，内容详细，图文并茂，家里没人的时候，
外婆也能自己操作。

前两年，小周也帮着注册账号，教母亲学会了
使用支付宝，母亲现在常常只拿个手机和购物袋就
出门了。老年人常用的手机软件，易用性也在不断
提升。如支付宝推出“关怀版”小程序，集合扫
码、付款、缴水电费、挂号问诊等老年用户最常用
的功能，字体醒目，使用方便。

早在 2016 年，北京顺义老年大学石园西区分校
应学员要求开通手机班，立刻成为最受欢迎的课
程，许多老人不辞辛劳专程赶来。从安装手机应用
到扫码点餐，从网购车票到防网络诈骗，一应俱
全，“银发一族”学得十分着迷。

修电梯也要有楼梯，装电灯的同时也要备有蜡
烛。陆杰华表示，帮助老年人更好适应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生活，除了在技术开发中更加注重其需求和
习惯外，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方面，对无法
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提供多元选择和替代方案。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在北京，对老年人常去的
一些场所，如超市、医院等，如没有智能手机导致
无法扫码登记健康信息，可以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登
记身份证、电话、住址等信息，如有人同行，还可
以请他人代扫码。

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将有约 3 亿 60 岁以上的老
年人。在快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步履蹒跚的
老人有“慢”的权利。除了帮助老人融入移动互联
网世界之外，也要接受他们老去的事实，在移动互
联网方式之外，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

支付难、看病难、孤独感加剧——

谁帮老人迈过“数字鸿沟”？
本报记者 康 朴

扫码点餐、在线挂号、网购车票、网约车出
行……移动互联网时代，生活越来越便捷的同
时，不收现金、打不着车、没有健康码无法乘坐
公交车的尴尬场景时有发生。而常常感受到这种
尴尬的，恰恰是最需要社会提供便利的那群人：

老年人。
新技术层出不穷，智能化、数字化让社会运

转更加高效，却也给众多老年人带来一道难以逾
越的“数字鸿沟”。老年人如何适应，谁来帮助
老年人，这是摆在社会面前的一道必解的题。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8月12日，江苏省海安市海安街道旺池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大学生志愿者在给社区老人讲
解手机的各项实用功能。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 浙江省湖州市德
清县福利院利用大数据
分析管理，为该院180多
位老人安装智能监测仪
器，建立智慧养老健康
管理平台。图为在院老
人在监测平台上的身体
状况信息，家人可通过
手机查看。

姚海翔摄
（人民视觉）

◀ 2 月 17 日，为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安徽
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
卫楼社区志愿者向老人
宣传健康信息登记有关
规定。

葛宜年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