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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大批适老“黑科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 2.6亿人，占总
人口数的 18.7%。庞大的老年人群体
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催生大量适
老科技产品。

6 月 9 日—11 日，2021 上海养
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举行。分
体式轮椅床、紧急呼叫器、便携式健
康随诊包等一大批适老“黑科技”集
中亮相。

大小便护理机器人是失能老人的
福音。护理机器人由密闭式包裤、两
根管道、感应线和处理机组成。当老
人排出大小便时，仪器自动感知，立
即抽取大小便并存储在污物桶内，大
小便结束后，温水冲洗和暖风烘干功
能就会启动。整个过程智能全自动化
运行，无需护理人员操作。

智慧看护系统让独居老人更有安
全感。它利用激光雷达、云计算、大
数据技术，针对老年人跌倒等风险行
为进行自动检测并报警。一个黑色小
圆盒安装在卧室或客厅的顶上，可以
24 小时看护房间内老人的动态。老
人跌倒后 15 秒左右，后台管理平台
就会向老人亲友发出警报。

6月 9日，在 2021 上海国际养老
服务产业高峰论坛上，上海市民政局
局长朱勤皓表示，智慧养老应从关注
硬件转变为更加关注科技的应用场
景，更加关注老年人的服务体验，提
高新技术的适老性。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
俊武认为，“老年人对新技术接受
慢，但是一旦形成消费习惯，就具有
很强的用户粘性。互联网经济和老龄
经济融合发展，一定会催生出许多新
的经济业态。”

当大量适老产品集中在一起时，
智慧养老社区就形成了。在智慧养老社

区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构建起一个个悉心呵护老人的应用
场景，养老正逐渐变成“享老”。

5 月 7 日一大早，重庆市的陈阿
姨突然感到头晕眼花，一下没站稳，
摔倒在地上。就在摔倒时，她拉扯了
一下墙边的红色绳子。

几分钟后，社区安保人员和楼栋
管家赶到了陈阿姨家。他们查看现场
情况后，联系了社区配套的综合门诊
医护人员。随后，医护人员用轮椅将
陈阿姨接到门诊部检查、医治。因处
理及时，陈阿姨最终转危为安。

陈阿姨住在位于重庆市璧山区的
中铁任之健康城，这是一个智慧养老社
区。陈阿姨拉下的绳子叫做“紧急呼叫
拉绳”。“我们在社区出入口、公共活动
室以及居民家中卧室、客厅、阳台、浴
室、马桶旁等多个重要位置设置了紧急
呼叫拉绳，并将其与我们自主研发的智
慧健康养老云平台接通。”中铁任之健
康城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绳子被拉下后，云平台立即锁定
报警人的信息和位置。同时，中控值班
人员第一时间安排就近的安保人员、楼
栋管家和医护人员赶往现场施救。

不仅如此，云平台还打通了社区
各项服务系统，为老年人建立起电子
健康档案。当医护人员将陈阿姨送至
门诊后，门诊医生立即调出了陈阿姨
的健康档案：有高血压和胃出血病
史，最近血糖偏高……结合档案，医
生在进一步询问陈阿姨近况后，安排
了相应检查，并对症进行了处置。

在位于北京房山的万科随园，老
人们只管享受惬意的时光，生活中的
烦 心 事 儿 都 交 给 了 “ 智 慧 大 脑 ”
V-Care智慧照护平台。

“智慧大脑”包括医护、餐饮、
文娱、物业四大类服务模块165个服
务细项。老人身体、心理上有什么风
吹草动，“智慧大脑”往往能第一时
间监测到。老人喜欢吃哪些食物、喜
欢参与哪项活动，“智慧大脑”会将
这些信息记录下来。

去年年初，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从外地回到随园的杨奶奶需隔离观察
14 天。观察期结束后，“智慧大脑”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了杨奶奶的异常：
就餐时间变得不规律，有时候干脆不
去餐厅，就在房间里对付几口，也很
少出门和大家聊天。

管家立即跟杨奶奶沟通，原来，
隔离观察时她的情绪发生了波动。管
家们立刻对杨奶奶进行心理辅导。得
知她年轻时擅长跳舞，民族舞社团随
即向她发出了邀请函。如今，她不仅
是民族舞社团的一员，还颇有兴致地
学起了葫芦丝。

“数字鸿沟”正在弥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最
新一期《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
群体占比为 11.2%，网民的增长主体
由青年群体向未成年和老年群体转化
的趋势日益明显。“银发族”加速触
网，众多互联网APP适时推出了“老
年版”，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近日，百度“大字版”APP 上
线，除了适应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将字
号放大外，还在底部工具栏开设了

“百宝箱”专区。“百宝箱”里包括
“识万物”“语音搜索”“休闲娱乐”
“带孩子”“生活便利”等各种实用的
日常服务。以“带孩子”服务为例，
它包括了“听儿歌”“口算批改”“识
生字”等功能，方便老年人辅导孩子
学习。

“字体够大，操作起来挺容易
的。”6 月 10 日，刘阿姨在交通银行
河南省分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第一
次用手机银行完成了业务办理。刘阿
姨操作的是“关爱版”交通银行手机
银行。针对老年人需求，“关爱版”
首页精简了图标数量，只保留了老年
人常用的“账户查询”“转账”“理
财”等业务入口。

近日，“福建居民养老保险”微
信小程序上线了“老年人模式”。在
这一模式下，除了字体变大外，系统
还会播放语音提示，引导老人自助办
理业务。

7 月 1 日，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发
布消息，凡是 60 周岁及以上的居
民，打开“浙里办”APP，进入预约
挂号界面，就会跳出“关怀版”界面
推荐。“关怀版”界面优先显示用户
最近预约过的医院，流程中还去掉了
输入验证码环节，最快点击4下即可
完成一次挂号预约。

还 有 的 APP 通 过 将 老 人 与 子
女、亲友相关联的方式，实现子女、
亲友为老人呼叫服务、线上支付、解
决难题等。

一位网友近日发帖讲述了自己的
经历：晚上过了饭点，老爸还没有回
家，打电话、发微信都没有回应。家
里人急死了，准备全家出动去找，我
灵机一动，马上打开手机的“远程守
护”一瞧，老爸和我的距离只有 25
米，原来，他是在邻居家打牌入了
迷，没听到手机响。

“远程守护”是 OPPO 手机专为
老年人开发的一个功能。子女可以在

“远程守护”APP 中实时查看父母的
位置，并为他们设定一个守护范围。
如果父母走出该范围，子女会第一时
间收到提醒。

业内人士表示，“老年版”APP
的兴起，既是市场需求使然，也与政
策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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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政
策引导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有效解
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
困难，让广大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
入智慧社会。”

2020年12月，工信部印发《互联
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
案》，并决定自2021年1月起，在全国
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
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

案》明确提出：“针对老年人，推出更
多具有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文字
等功能特点的产品。鼓励更多企业推出
界面简单、操作方便的界面模式，实现
一键操作、文本输入提示等多种无障碍
功能。提升方言识别能力，方便不会普
通话的老人使用智能设备。”

6 月 29 日，电信终端产业协会、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等共同发布了《移动终端适
老化技术要求》《移动终端适老化测
试方法》和《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
术要求》三项团体标准，侧重解决老
年人在使用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
视等智能终端产品过程中遇到的一些
困难。此次适老化标准的出台，不仅
为将来面世的移动终端产品提供了设
计方向，也为全产业链发展确定了体
系和准则。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乔
跃山介绍说：“下一步，工信部将继
续做好智能终端适老化工作，研究制
定智能终端产品适老化水平评价体
系，不断丰富适老化智能终端种类。”

适老化改造“加速度”

家庭环境是老年人居家生活的重
要空间载体，其适老化程度直接关系
到老年人的生命健康和生活品质。近
期，全国很多地方加速对老年人家庭
进行适老化改造。

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从今年4
月起，许多老人家里陆续安上了“智
慧养老三件套”——智能烟感系统、
一键报警系统以及语音监控系统。

这几天，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总浦
桥社区工作人员有些忙。他们先来到银
杏小区邵奶奶家，邵奶奶今年90岁，
身体还硬朗，生活能自理，但女儿不在
老人身边，经常担心老人的安全。工作
人员在邵奶奶家客厅安装了语音监控系
统，这样一来，女儿可以通过监控系统
实时了解老人的生活状况。

随后，工作人员又去了小区另一
户独居老人白奶奶家里。工作人员在
她家的卧室和洗漱间装上了一键报警
系统。如有突发情况，老人可按警报
器，后台系统会第一时间与其子女取
得联系。同时，系统如果监测到老人
超过 20 小时未走动，就会自动报
警。“去年在家里摔了一跤，现在还
后 怕 ， 有 了 这 个 报 警 器 就 安 心 多
了。”白奶奶说。

总浦桥社区党委书记孙薇介绍
说：“我们以银杏小区为试点，面向
高龄独居老人采用嵌入式智慧化数字
养老模式，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装‘三件套’中的若干项目。后续
我们还将依托社区微脑平台，逐步推
广智能电表、智能门磁、历史活动轨
迹查询、越界报警等模块应用。”

与居家适老化同样重要的是公共
服务适老化。目前，各地正在探索适
老化服务，老年窗口、上门服务等越
来越多。

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民之家设
立“老年人服务专区”，安排专职工
作人员，主要针对常办的老年优待
证、医疗保险报销、社保认证、不动
产办理等 22 项高频事项，为老年人
提供咨询解答、引导帮办、辅助自助
办理等服务。

广东省广州市政务服务大厅开设
了“老年人优先窗”，实行老年人优先
叫号办理，配备专人为老年人提供全
程陪同服务，指引帮助老年人取号排
队，协助其填写申请表以及使用各类
自助服务设施等，必要情况下还可提
供全程帮办、代办等协助办理服务。

6月中旬，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的吴先生准备将一套房子
过户，可是他已经 92 岁了，行动不
便。于是，吴先生的女儿联系了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为父亲预约了上
门服务。

5天后，呼和浩特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负责人带领受理人员，上门为吴先
生办理了转移登记。在工作人员指导
下，老人在申请书上按了手印，并留
下影像资料。“上门服务太贴心了，真
是实实在在给群众办事！”办理完业务
后，老人深表感谢。呼和浩特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负责人介绍说，高龄老人
行动不便，如果无法到场办理不动产
登记业务，可预约无偿上门服务。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认为，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加强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这既包括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建设，也包括居家、社区、机构以及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体系构建，同时还
包括对整个社会的适老化环境、适老
化政策体系的建设。

“老年版”APP兴起，适老化改造提速，老年人加快——

享受智能生活 融入数字时代
本报记者 潘旭涛

智能时代正加速
拥抱老年人。

6 月 10 日，支付
宝上线“长辈模式”，
页面字体变大，应用
项目精简。

6月29日，3项智
能终端适老化团体标
准发布……

一个多月前，5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会议强
调，加快建设居家社
区机构相协调、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
系，发展老龄产业，
推动各领域各行业适
老化转型升级。

近期，各地各行
业创新手段，将更多
新技术、新机制运用
到 适 老 化 转 型 升 级
中，让老年人更好地
享受数字时代的便利
和乐趣。

5月21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孔家庄街道气象后街社区阳光家园托养中
心工作人员在陪老人玩益智游戏。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55月月2121日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孔家庄街道气象后街社区阳光家园托养中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孔家庄街道气象后街社区阳光家园托养中
心工作人员在陪老人玩益智游戏心工作人员在陪老人玩益智游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牟牟 宇宇摄摄

已投入使用的天津市河西区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平台。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7月3日，在2021中国山东（青岛）国际康养产业博览会上，来自国内外的
参展商带来了当下前沿的老年康养产品、技术和服务。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7月3日，在2021中国山东（青岛）国际康养产业博览会上，来自国内外的
参展商带来了当下前沿的老年康养产品、技术和服务。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5月19日，在浙江嘉兴秀洲区王店镇家院融合养医护智慧照料中心，83岁的
胡秀珠老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 翁奇羽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