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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扶老温暖人心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老年人群
体加快了拥抱数字生活的步伐。阿里
研究院发布的 《老年人数字生活报
告》 显示，2020 年，中国 60 岁以上
老年群体的数字消费增速位列第二，
仅次于“00 后”群体，其市场消费
潜力不容小觑。

尽管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活跃于
网络，但事实上，老年群体在数字生
活中仍面临许多困难。中国老龄协会
政研部主任李志宏分析，老年人运用
数字技术困难主要在于随着年龄增
长，其辨识和操作能力的下降。对
此，叶钧道老人感触颇深。

“2016年，儿子给我换了一部智能
机，我就开始学习用手机聊天。”为了
更好照顾患病妻子的衣食起居，已90
岁高龄的叶老决定更进一步——自学
网购。2020 年 10 月，叶老成功下单
了一盏多功能遥控灯。

但没想到，由于异地安装不当，
遥控灯部分功能一直无法正常使用。
无奈之下，叶老只得拨通淘宝消费者
服务热线。在了解情况后，淘宝专门
安排“小棉袄”志愿者积极与叶老和
卖家对接，并联系专业人员上门免费
安装调试。

“小棉袄计划”是淘宝专门为帮
助 60 岁以上老人享受数字生活便利
而开设的公益项目，提供一对一热
线电话、直播课堂、上门帮办等多
项数字助老服务。“只需输入搜索

‘小棉袄计划’，就能找到这些志愿
者，方便得很。”叶老说，“多亏了
他们，这两个月，我家里可更新了
不少新物件。”

“利用数字化优势大幅提高智慧助
老的效率，平台型互联网企业大有可
为。”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马亮看来，企业的参与，在让老
年人触网学习有丰富选择的同时，也
降低了老年人“生活掉队”的不适感。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中老年
人群体、降低其使用门槛，不只是科
技企业所面对的艰深课题，更是全社

会共同探索的方向。
2020年的最后一天，广东政务微

信小程序“粤省事”平台上线了全国首
个移动端适老化老年人服务专区——

“尊老爱老服务专区”，为老年人提供
38个事项、8类便利化服务。专区不
仅突出一键获取服务，而且还采用符
合老年人阅读习惯的大字体设计以及
易于辨识的视觉色彩，通过简化页面
操作降低老年人的阅读困难。此外，
为照顾老年用户使用手机键盘不便的
问题，专区还增设了语音搜索服务功
能，不仅支持普通话、粤语两种语音
输入方式，而且能自动识别关键词，
展示相关服务。

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提出，便利老年
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应用。随着
养老服务与智能化发展的融合，更有
温度、更有质感的适老产品及服务，
正帮助老年人群体实现从“养老”到

“享老”的跨越。
每天结束晨练后，步入古稀之年

的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居民陈升路总
会拄着一根自制拐杖，奔赴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内的智慧健康小屋。只见陈
大爷仅是在健康体征自助监测设备上
站了一站、量了一量，他的身高、体
重、血压指数，以及脂肪、血糖、总
胆固醇等更具体的指标，便一一显示
在屏幕上。“遇到异常数据，系统还
会实时上传至健康云，并提醒我及时
去周边医院检查。”陈升路说道。

除慢性病管理外，国民体质自助
检 测 区 也 是 陈 大 爷 常 去 的 “ 打 卡
地”。“定期来这里测量握力、肺活
量，监测身体指标，有助于健康隐患
早发现、早治疗。”陈升路说，“积极
拥抱数字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
我们老年人也要紧跟时代步伐，享受
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

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

康复是残疾人最基本、最迫切的
需求，但大多数残障人士因行动不
便，出门问诊难度较大。如今，利用

“互联网+”解决康复服务“最后一公
里”问题，成为多地青睐的解题思路。

“以前申请康复辅具，至少需要
半年时间，现在只用在手机上点点，
线上就能下单。”家住湖北省武汉市
江岸区的残疾人小李，一周前通过手
机登录了江岸区残联辅具适配平台，
在线申请了一台轮椅。

没几天时间，第三方适配公司便
上门进行了适配条件评估，经平台审
核通过后，一台崭新的轮椅便送到了
小李家中。“不必自己出门申请，线
上服务就能满足个人需求，体验感非
常好。”小李不禁称赞道。

2020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中
国残联制定下发的《关于推进信息无障
碍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支持新技
术在信息无障碍领域的发展与应用。利
用大数据，许多残障人士走上了零申请
享受政策补贴的“高速通道”。

前段时间，家住浙江省杭州市江
干区的程大伯突然收到了一条银行短
信，通过语音提示，患有视力障碍的
程大伯才得知他收到了 2500 元的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补助。

原来，这全得益于江干区推出的
“惠残一键达”服务。依托杭州“城
市大脑”，由计算机主动抓取，匹配

出符合补贴条件的人群，补助即可自
动汇入账户，成功实现了“零申请、
零材料、零人工、零等待”的残疾人
服务。

数字化发展，不仅是改善残疾人
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亦是拉动残疾
人就业的新生增长点。

“小时候，因为肌肉萎缩，我根
本站不起来。”24岁的李木兰家住云
南省德宏州，9岁时一场大病，令她
的双腿终生残疾，而残疾人的标签也
成为她就业之路上的最大阻碍。

2018 年 10 月，经州残联推荐，
李木兰参加了州政府举办的残疾人电
商培训。因成绩优异，课程结束后，
她顺利加入了一家本地电商公司，从
前端营销到后端品控，一年时间内便
熟悉了全部经营流程。

有了工作经验，也便有了创业底
气。看准短视频直播的新机遇，2020
年初，李木兰开起了名为“云鲜荟”
的拼多多店铺。在她的精心打理下，
不到一年时间，店铺便积累了近3万
名粉丝，并创下半小时卖出 60 吨甜
瓜的销售纪录。

“以前在我印象中，电商特别高
深，谁要是开了一家网店，肯定特别
厉害。”李木兰说，“现在我明白，只

要肯努力，我们残疾人一样能打造属
于自己的‘网红店’。”

近年来，依托信息无障碍这双
“推手”，诸多数字化、智能化交互产
品相继诞生，开辟出一条助力残疾人
回归正常生活的新型“盲道”。

完全依靠语音，智能饮水机即可
流出适度适量的温水，智能深睡枕便能
自动加热助眠，扫地机器人就会启动运
行……走进由中国盲文图书馆联合浙江
大学共同打造的国内首个面向残障人士
的智能家居体验中心，随处可见的是数
字技术的“科技温度”。

据介绍，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是以
智能音箱为控制中心，并与 30 多款
数字化家居设备连接，在安全防控、
娱乐、循环控制等方面实现无障碍操
作。“这其实是一种从 0到 1的变化，
是一种跨越式的进步。智能家居的出
现，将确实提高残疾人独立生活的能
力。”中国残联理事李庆忠分析表示。

乡村“短板”智慧填补

“这个东西真好，用手机上报问
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由于附近
水库施工导致村子里扬尘较大，浙江
省建德市大洋镇的部分村民就该问题
通过数字化乡村治理平台“乡村钉”
线上反映。当天，施工方就完成整
改，加大了洒水车运行次数。

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离不开也少不
了 乡 村 。 随 着 数 字 基 建 陆 续 “ 下
乡”，农村“数字短板”得到有效填
补，农民日常生活正发生巨大变化。

立足发展需求，2020年7月，建
德市启动“乡村钉”激活推广工作。
对于这一“工作帮手”，三都镇松口
村党总支书记胡光兴格外满意。

“我们村人口很多，要是有紧急
公告发布，很难确定是否能下达到每
位村民。”“乡村钉”的到来，令党
群、干群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胡光兴
告诉记者，如今，通过平台中的“便
民通讯录”，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可实
现3秒找人、快速沟通，利用“民情
反映”等模块，村民诉求也可实现快
速收集，问题解决效率大大提升。

“对基层政府而言，接入数字新
基建可以快速分享数字时代红利，在
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中占据发展先
机。”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
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

数字乡村建设同样肩负着将农业
相关信息转变为在线化、可加工数据
的重任，这也是传统农业急需补上的
一课。

在四川省南充市石马嘴村的千亩
猕猴桃产业基地，遍布基地的喷头不
停“吞云吐雾”，翠绿的果树间一片
水雾缭绕。“过去农业种植，全靠农
民经验判断，现在靠的则是数字化手
段。”基地技术总监唐富平介绍，以
前给果树灌溉，至少需要投入上百
人，而现在，一套智慧农业大数据平
台就可以完成 1000 亩果园的监控、
灌溉。

据了解，该基地的智慧灌溉系统
集气象环境采集、土壤墒情监测、可
视化监测以及种植环境监测等多功能
于一身，通过数据传输设备，达到对
作物种植管理、农事计划、水肥一体
化灌溉等全流程的追溯。“这套系统
容易操作、智能便捷，大家的工作方
便多了，而且还能助力猕猴桃品牌的
塑造。”唐富平说。

“咱们农民最想知道，种啥庄稼
收入高。虽然现在都有手机，但在这
里，我可以掌握最全最准的农业政策
法规等信息。”自从村里开了益农信
息社，山东省高青县苏家村村民任学
友便三天两头来打听消息，当下流行
哪种技术，哪类种子销得好，他都了
如指掌。

数字乡村并非智慧城市的翻版。
由于乡村所处环境存在差异，村民对
于数字化技术的认知程度也不尽相
同。开设村级益农信息社，便成为数
字乡村建设的关键着力点。

作为益农信息社村级站负责人，
孙朝霞既是管理员，又是信息员。他
告诉记者，信息社主要提供三大类服
务：一是政策技术咨询等农业公益服
务；二是水电气缴费等便民服务；三
是农产品电子商务、农村物流代办等。

难以想象，仅仅几十平方米的站
点内，村民可在此完成“买、卖、
推、缴、代、取”等多项业务，足不
出村即可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数字化
服务。记者了解到，截至 2020 年
底，益农信息社已基本实现全国行政
村全覆盖。

“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提炼每一个乡
村在党务、村务、事务、商务等‘四
务’中的具体应用场景，把每一个可
以享受数字红利的人都纳入其中，实
现数字红利普惠。”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说。

老年人享受网络便捷 残疾人开起网红小店

体验“科技温度”
本报记者 刘乐艺

“天冷了，我想买件羽绒大衣，麻烦你
给我推荐一下。”2021 年 1 月初的一天，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叶钧道老人打开手机
淘宝，熟练地输入“小棉袄计划”，顺利拨
通了淘宝老年人数字生活公益热线。

一番沟通下来，志愿者按照老人所提
要求，精心挑选了几件热门款式供其参
考。省略自主搜索环节，筛除低质量商
品，叶钧道老人很快便敲定了自己心仪的
衣物。“这外套很厚，才一百多元一件，真
值！”穿上新衣，叶老分外满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数字经济
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数字化转型目标也
日趋清晰。受制于自身适应性等因素，部
分老年人、残疾人在运用数字技术方面仍
遇到一些不便。为扩大数字化服务的民生
覆盖范围，满足更多群体的幸福感、获得
感，在相关政策引导下，如今，更加高效
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正搭建起智能“桥
梁”，帮助更多人享受数字红利，惠及社
会各界。20202020 年年 1212 月月 33 日日，，观众在北京展览馆观众在北京展览馆 20202020 第六届中第六届中

国智慧城市博览会现场参观国智慧城市博览会现场参观。。 刘宪国刘宪国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2020年12月31日，福建福安，工作人员查看智慧茶园中的病虫害监测仪器。 新华社记者 林 超摄 2020年12月8日，在重庆一家“智慧养老”服务站内，服务人员为老人指导智能健身器材的使用技巧。 曹永龙摄（人民视觉）

1月22日， 秦皇岛市聚贤人才市场工作人员使用网络直播平台为符合认定条件的
就业困难人员、残疾登记失业人员等求职者介绍相关工作。 曹建雄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