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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几年前去体检，工作人
员告诉我，现在体检中心不再提
供纸质体检报告单，3 至 5 个工
作日后，体检中心会将电子报告
单以短信方式发送到手机上，只
需点击短信中的链接，输入短信
中提示的密码，就可以看到……
年轻人听到这里都表示明白，随
后转身离去。可是，对我们老年
人来说，仍然是一头雾水。

“密码在哪里？”
“短信上写着呢。”
“验证码也写着？”
“验证码要等您点进链接之

后才能看见。”……
类似的尴尬在生活中并不少

见。网上购物、移动支付、线上
挂号……对我们不少老年人而
言，智能手机仍是难以逾越的一
道“数字鸿沟”。熙熙攘攘的医
院里，不会机器挂号只能四处问
询；人头攒动的办事大厅中，不
懂扫码填表只得东奔西跑。

直到后来，我参加了“夕阳
再晨”科技助老志愿服务，这一
切才发生了改变。夕阳再晨的志
愿者手把手教会了我怎样使用手
机等电子产品，它提升了我生活
的能力，拥有了这种能力，我就
体会到了幸福感。比如说你看我现
在走到哪儿都不用带钱，用微信、
支付宝就可以支付，非常方便。

数字浪潮的奔涌下，年轻人
在乘风破浪，老年人却在隔岸观
望。面对眼花缭乱的智能应用，
虽然有些老年人在热情拥抱和积
极学习，但大多数老年人还是处
在不会用、不敢用、不想用、不
能用的窘态中。

为老年人弥合数字沟壑，不
仅是人文关怀的真情传递，也是
城市温度的集中呈现，希望政府
和相关社会组织能够提供相关培
训、志愿服务，通过集中学习、
一对一指导等形式，帮助更多老
年人掌握智能手机的使用方法，
提高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安全
性及便利性，让更多社区老年人
享受智能化带来的便利。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智能生活，等等老人家！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就进一

步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
并行，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化服务作出部署。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智能化服务得到广泛应用，但并不
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便利，一些老年人就面临着“数字鸿沟”问题：老人无法网上预约挂
号；无法出示“健康码”进站遭拒；消费遭遇拒绝付现金；行动不便的耄耋老人被抬到银行做

“人脸识别”……大家一起来听听老人们讲述自己的“触网”故事——

智能有门槛
培训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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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兰 北京 蓟门里
社区退休居民

我今年 67 岁，老伴张玉英 65
岁。以前的日常生活就是“三点一
线”——送外孙女上学、去五泉山
遛弯、在菜市场买菜。每天的日子
非常规律，但不免有些枯燥。

一年多前，为方便联系，女儿
给我俩换了智能手机。可是，新问题
又来了：想打电话却找不到数字键
盘、想看短信却经常误点链接……
感觉还不如原来的老年机方便。有
时候，想和老伙计、老姐妹们聊聊
天，可在微信里翻半天也不知道该
点击哪里。女儿、外孙女也会教我
们，但常常没多久就忘了。

从今年 10 月底开始，社区举
办“智学手机·乐享生活”——老
年人智能手机学习活动，我们俩就
一起报了名。怎么识别垃圾短信、
如何发送微信语音视频、买菜看病
怎么扫付款、如何刷健康码……有
一位叫李秀梅的社工专门教我们。
上课时，她每一个步骤都讲得很详
细，既有展示课件，还把资料打印
出来给我们。前前后后上了 5 节
课，我们 100 多位老人都学得很认

真，还记笔记。
经过这次培训，我们俩现在已

经能比较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了。

以前出门不想拿手机，一是不会
用，二是怕丢；现在，我们买东西
会用手机支付，爬山时拍风景，再

也不把手机当累赘。
过去觉得人老了、退休了，就

慢慢与社会脱节，好多事不了解，
好多人不知道。如今，我们下载了
新闻软件，学会了使用搜索引擎，
真正做到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
下事”。遇到没听说的人和事，就
搜一搜、查一查，感觉很方便。

我们俩身体不太好，经常要跑
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每
次去医院都要扫健康码。现在，我
们人还没到医院，就提前在微信里
把健康码找出来了。前不久，我们坐
火车回了一趟武威老家。看到我们自
如展示健康码，旁边人都很惊讶。

从前，我们连前置后置摄像头
都不知道怎么调换，现在我们懂得
了拍照要考虑光线、景别、构图。
在老师们手把手指导下，我们还学会
了“晒”视频。我写的字、她炒的
菜，常常会传到快手上，很多人给我
们点赞，最多的将近 300 个哩！往
后，我们要把甜蜜的日子常常晒一
晒，老年生活就是得自找有乐、自
得其乐！ 本报记者 付 文整理

我退休在家好多年了，每天
在电脑前浏览新闻、去菜市场买
菜、帮着带带孙辈、遛遛狗，退
休生活简单平静。以前从没想
过，像我这样的老人终有一天也
成了社会智能服务系统的应用者。

从广州看儿子坐飞机回沈
阳，我原本不让孩子送的，这样
做是为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心
里也觉得没必要。我年轻的时候
外派伊拉克那么多年，独自出行
没问题。可孩子们不同意，坚持
要送，说是现在的机场办理登机
是自助的了。果然，值机柜台没
有了工作人员，一排排自助机忙
着打印票据。在儿子的帮助下办
好值机，托运了行李，但这样便
捷的值机方式却让我无所适从，
不禁感叹真是要被科技抛弃了！

其实在家也一样，女儿充当
了我们老两口的信息化代理人，
网上购物、网约打车、社保登记，
一一代为办妥。我对着自己的智
能手机，常常一脸茫然，除了微
信和打电话，我不会用其他功能。
我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昔
日的天之骄子如今也不能幸免地
感受到智能化带来的束缚和困惑。

个人觉得，老年人之所以被
科技发展和智能化的进程边缘
化，也有自身的原因，一是习惯
走老路的惯性，接受新鲜事物比
较被动；二是惰性，认为自己已
步入晚年，求安逸，不愿花精力
在学习上；三是依赖性，依赖儿
女操办大小事宜。要想不被智能
社会边缘化，不能只靠国家的政
策，老年人也要积极学习新事物，
克服上面说的“三性”困难，跨
越数字鸿沟，享受智能科技社会
带给我们的红利。 侯 昕整理

习惯走老路
显然已落后

■ 邵兴国 辽宁沈阳
退休翻译

我是养老服务机构九如城集团
的创办人。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
有一位叫杨秀云的长者，今年 80
岁了。几个月前，她去医院看眼
睛，医院大门口一项极其“简单”
的进门流程——健康扫码，把她难
住了。尚未习惯使用智能手机的她
只能求助于女儿。女儿赶来，进门
扫码、填写问卷、自助机取号、诊
室门口扫码排号、检查报告再扫码
自助领取……一切在年轻人眼里再
方便不过的手续，对杨奶奶而言仿
佛一座迈不过的高山。老人不禁叹
息：“现在岁数大的人一个人出
门，根本办不了事啊！”

回到公寓，杨奶奶下定决心要

学用智能手机，不能让社会“抛
弃”。除了在养老公寓每周上手机
课，她还向身边人请教。现在，她
感受到了智能化生活时代的方便与
美好。承载着老人与子女、与外界
联系的手机，像个贴心的小宝贝，
杨奶奶到哪都带着它。

杨奶奶说，不能改变自己变老
的命运，但希望自己慢慢变老，更
多享受有人性化的智能生活，更多

融入智能生活时代。
今年 2 月中旬，应江苏省民政

厅要求，九如城集团紧急征调 40
多名员工驰援武汉。在武汉奋战33
天，照顾 202 位老人安全度过疫情
危重阶段，帮助武汉两家养老机构
建立起科学规范的防疫管理流程。

当时，在武汉市社会福利院，许
多长者对智能手机不熟悉，在封院管
理的特殊情况下，他们无法与家人充

分联络，恐慌心理很严重。那种无
奈与无助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长者也曾是时代的弄潮儿，他
们也曾经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
作为一名养老服务工作者，我内心
深处非常希望时代进步能够顾及并
有助于老年群体，让他们同样享受
到新时代发展带来的便利。一定不
能让长者辛苦一辈子，老了有“被
抛弃”“被边缘化”的感觉。

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像杨奶奶一样，积极融入
互联网新生活。我也相信未来相关
政策会更加充满温度和人性化，给
老年人更多关怀与尊重。

微 宇整理

不被智能社会边缘化不被智能社会边缘化
■ 谈义良 上海 九如城集团董事长

▲ 社工李秀梅 （右） 指导老两口使用智能手机。
本报记者 付 文摄

老妈如今 88 岁了。她老人家
最喜欢拍照，不是拍别人，而是被
别人拍。智能手机出来后，每次我
回老家，她总要我给她拍照片、录
视频，然后一起欣赏，饶有兴趣地
评价一番。平时，我们分处沪渝两
地，相距遥远，每隔一些日子，我
们都要微信视频聊天。她耳朵不
好，听不清我的话，但就是喜欢看
着我、儿媳妇和孙子，乐呵呵地自
顾自说话，还会兴致勃勃地跟周围
老人说，我上海的儿子和我又视频

聊天啦。
从老妈身上可以看出，老年人

与年轻人一样，同样离不开信息科
技。智能手机拉近了他们与远方子
女的距离，带给他们不可替代的快
乐和满足。家庭中的子女或孙子女

辈，应当主动帮助他们掌握相关使
用方法，不要遗忘他们。

再说说岳父母。岳父退休之前
是贵州毕节地区一所中学的校长，
德高望重。平时，两位老人也喜欢
与我们视频通话，了解彼此的生活

状况，彼此关心激励加油。还有远
在首都、与我如同家人一般的大学
老师望公。他是上世纪 80 年代从
美国留学归来的学者，如今退休20
多年了，仍活跃在农业科技一线。
对于如何让科技帮助老人生活得更
健康、更方便、更有趣，他的观点
是：一方面要鼓励有条件的老年人
学习新科技；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更
多没有条件的老年人，政府要保护
他们的权益。

微 宇整理

甜蜜老年时光晒出来
■ 钟发贤 甘肃兰州 退休工人

■ 陈仲兵 上海 公司白领

老人离不开信息科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眼下，
我与老伴儿都步入古稀之年，身体
状况大体还好，可以自由活动，出
入自如。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
步。我们的头脑已跟不上时代的步
伐，比如外出购物、就医、办事儿
都是数字化、智能化，这就给我们

这些老年人增加了障碍，眼前多了
一道“数字鸿沟”。

前些天，老伴儿心脏出了点儿
状况，需要去长春住院。医院办公
如今大多智能化了，这可给老伴儿
给难住了。她的手机只能接打电
话，没有其他功能。我一想，干脆

派我们的三女儿带着智能手机陪她去
住院，直至结算出院。还有一次，我与
老伴儿逛夜市，老伴遇到一件想买的
东西，可没有带手机，又没带现金，
幸亏我带了手机，当时扫码付了款。
老伴儿非常高兴，说智能化就是好。

我们的经历说明社会需要数字
化，老年人更需要数字化，只有数
字化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才能满足
老年人的需求。年轻人应该帮助老
年人学习数字化知识，辅助老年人
适应数字化生活，协助老年人克服
数字化的困难。作为老年人，也应
该在实践中学习，不断摸索、刻苦
钻研，努力掌握数字化的知识和技
能，为智能生活奠定基础。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切实解决关于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的实施方案》，要求在各类生
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
传统服务方式，否则数字服务就缺
失了温度。我们的社会要在智能时
代快节奏生活的同时，不忘给予慢
节奏生活的老人群体多一些体谅，
让科技的便利惠及每个人。

我 是 1942 年 出 生 的 农 村 老
人，也是一名退伍老兵。随着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智能化服务得到了广
泛应用，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前些年有人说，以后不需要去
银行，更不用支取现金了，微信、
支付宝就可以直接支付款项。对
此，我当时认为是天方夜谭，是
绝不可能的。现如今这已成为现
实，通过学习和反复操作，现在
我也能应用自如。去商场、超市不
再带现金，购买蔬菜、肉类、日用
品都是扫码支付，还会“淘宝”选
购药品，平时外出已经习惯出示健
康码。如今，我们村就连红白喜
事的礼金也是通过微信、支付宝发
红包或转账。触网后的生活方便又
轻松。

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每天
上网实时浏览时事政治、军事动
态、疫情防控、文化娱乐、旅游摄
影和老年生活信息。我还学会了通
过12306网站预订火车票，先登录
网站查询高铁车次，再查看到站、

经停时间、价格等信息，选好后就
可以网络支付买票。乘车时，身份
证验证通过就可以上车，连取票的环
节都省去了。村里老年协会的活动隔
一段时间就会在网上直播，老战友、
老伙计们平日在微信里联系得更紧密

了。几年的上网生活使我深深感受
到了网络时代的优越性、先进性。

我们年纪大的人，只要坚持多
学习、多实践，没有学不会的。让
我们紧跟时代步伐，做永不掉队的
老一代。

做永不掉队的老年人
■ 谭以祠 江西南康 谭邦村村民

跨越“数字鸿沟”享幸福
■ 陈希国 吉林长春 退休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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