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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复杂，但只要能够真的帮助老
人实现心愿，就是社会应该去探求的智
慧。”天津鹤童老年福利协会副秘书长朱
慧对记者说。在朱慧看来，智能化的适
老发展不仅体现在手机和各类网络应用
上，更广泛用于辅助老年人健康安全、提
升生活质量的智慧产品上。

“比如一只脚截肢的糖尿病老人渴
望下楼，子女不在身边，居住的老楼没有
电梯，社区通过社会组织联动企业资源，
引入爬楼机，实现老人心愿；以前老人出
门要带钥匙，现在引入指纹解锁的智能
门，不仅安全性提高了，老人更不会因为
忘带钥匙或丢了钥匙着急。”

据了解，孝德智能·南京浦口区盘城
街道红叶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失能、
失智、空巢、独居四类老人引入居家防跌
倒告警系统、防走失系统、智能护理床等
多项智慧化养老产品。

2020年，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建
成智慧健康小屋，配备有智能睡眠监控
仪、滞留智慧报警、智能漂浮仓等十多
种智慧设施设备，其中，智能睡眠监控
仪通过睡眠腰带监控老人的各项生理
指标，对老人身体突发状况实时报警；

滞留智慧报警将老人的如厕滞留情况
反馈护理站工作人员；智能漂浮仓通过
每次40分钟的沉浸式治疗舒缓老人的
心情。

“很多养老产品虽然已经做到了高
度智慧化，但从行业角度看，仍然存在着
制约进一步普及发展的局限和问题。”朱
慧认为，“首先是现在市面上的老年智慧
产品种类多、同类产品选择多，但缺乏产
品设计和使用规范，政府、行业也没有制
定统一的选购标准，会造成无效甚至劣
质产品混入其中难以辨别。第二是源于
智慧养老产品的高付费特性。我们在做
智慧推广的时候发现，这些产品的应用
更多依托政府付费的项目，比如政府采
购或公益创投，以及企业或基金会的联
动资助，最终大部分被引入机构养老中，
难以广泛进入普通老年人的家庭，这也
削弱了这些智慧产品的人群普惠性和社
会认知度。”

当谈及理想中的老年人和城市智
能化关系时，闫芳对记者描绘了一幅图
景——陪在老人身边的不只有冷冰冰的
智慧设备，还有来自社会的扶持关怀和
同龄人之间的欢声笑语。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街道，老年人到养
老服务驿站用餐，再也无需为忘记带卡发愁。
只要在自助终端机前站上几秒，就能完成身份
识别和认证，这也是石景山区自2018年4月
启动建设的养老信息综合平台项目的一处具体
应用。

大数据技术打通城市养老资源、服务数据
的信息孤岛，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行业资源
和服务监管。作为首批国家级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改革试点地区之一，石景山区将智慧养老
纳入民生保障重点建设项目，通过为老人安装
一键呼叫居家养老服务信息机、在全市范围推
出语音导航版智能APP等方式，将便利服务送
到老人身边。

面对老年人遇到的日常交通出行难题，海
南省三亚市老龄委开展“智慧助老”行动，提高
出租车的扬招服务率和电话接线率，引导网约
车平台增设“一键叫车”功能，在各类公共交通
使用电子乘车的同时，为老年人保留使用现金、
证件等乘车方式，同时进一步优化公交站点窗
口服务，方便老年人现场购票。

“1小时的服务时间兑换12枚时间币”。为

解决城市社区孤寡老人群体的生活需求，广东
省广州市南沙区推出“南沙时间银行”APP，通
过引入时间交换和储存概念，激励居民志愿完
成老人需求的精准对接，使社区形成互助循环，
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不管是刷脸、一键呼叫，还是各类智能平
台和产品，其实都是把信息化、智能化引入运用
到老人的生活中，让老年人可以更加方便快捷
地获取信息和服务。”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项目主任闫芳对记者
说，“但是面对智能化应用，必然会有部分老人，
特别是高龄老人存在恐惧心理。”

社区、机构、居家是关涉老年人的3类生活
场景，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尝试将音视频、触摸
屏、机器人等引入不同场景，定制老年人栏目，
开发人机互动功能，为老年人带来功能丰富的
信息、服务和娱乐活动。

“在引入智能化方便老人生活的同时，还应
该给老人提供配套的讲解培训，不能只依靠老
人自学或者子女教学。培训场所根据老人需求
灵活选择，培训方式要考虑老人的接受能力。”
闫芳建议。

1.依托信息技术 城市创新智慧助老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讲，认识智能手
机。”温志华面带微笑站在教室的长桌前，桌子
两边坐着来上课的老年学员，背后的液晶电视
正播放着课程PPT，面前架着一个小镜头，北
京老年开放大学清檬学院的钉钉开课小程序
正对课程进行直播。

《玩转智能手机》是北京市东城区职工大学
延续开设多年的“智慧家庭”课程之一。为落实
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十大行动计划中的“打造15
分钟学习圈”，温志华所在的“智慧家庭”教学团
队除了依托老年开放大学的线上平台和本校场
地，还下沉社区服务中心和养老照料中心，开展
社区教育，把智慧课程送到老人家门口。

数字化浪潮兴起的同时，恰逢一场正在到
来的老龄化浪潮。

“如果说信息化时代是新世界，那么老年
教育就是老年人进入新世界大门的钥匙。”北
京市东城区职工大学副校长刘文琪告诉记者，
老年教育关乎社会民生和家庭幸福，“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成为最主要的老年教育业态。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近年来也在不断加强对
老年教育的重视。

2020年下半年疫情步入常态化后，谢乐乐
常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到北京紫竹院地区的老
人家里探访，探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老人把
疫情期间线上手机教学没弄懂的课补扎实。作
为北京市夕阳再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一名社
工，谢乐乐参与的紫竹院居家养老项目为地区
约272位高龄老人提供巡视探访服务。

“老人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智能化运用的
问题。疫情期间，我们会通过电话给他们讲怎
么用家里的智能手机满足自己的需求。”谢乐乐
告诉记者，“老人学不会的时候会跟自己着急，
很多老人挂了电话转眼就忘了怎么操作。”

在刘文琪看来，老年教育和成人教育、学
历教育不同，需要慢下来讲、耐心地教。在教
学内容上，团队始终秉持“实际、实用和实效”
原则。“比如我不会让老人下载拼多多APP，而
是直接进入老人更熟悉的微信，使用它的第三
方应用，”温志华介绍，“另外也会特别给老人
介绍市面上智能产品的老人功能和手机风险
防范。”

汇总老年人遇到的问题，夕阳再晨志愿团
队在线上教学配合线下入户之外，制作出可视
图解版手册以及指导智能手机使用的折页，方
便老人在家里随时查看。“折页设计得很大，为
了让老人看清每个步骤，上面有箭头圈起来到
了哪一步、点哪一个。”谢乐乐介绍。

“教师没办法时刻陪在老人身边，”刘文琪
说，“社区工作人员也可以成为居民的老师，此
外，孩子也可以成为老人的助教，小手拉大手，
形成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的延伸和闭环。”

送课到居民家门口，刘文琪也曾遇到过不
少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社区场地的硬件配置不
够。除了组织居民免费就近到社区学院来学，
东城区教委统筹协调社区教育中心校资源，将
教育资源有组织地向社区开放，实现城市区域
资源流动和共享。

2.区域资源联动 智能化培训送到家

66岁的北京居民刘娟每天都要到“糖豆春
晚，属你最牛”专区签到冲榜，和她一起竞争大
奖的，还有另外132万“牛人”。冲榜要完成6
关“牛人任务”，包括秀一支美舞、秀一支新年
舞蹈、给作品送花等。

“手机的基础功能都掌握得差不多了，就
开始想培养点儿兴趣爱好。”刘娟告诉记者，

“这个APP还是邻居给推荐的，也是因为看我
会用手机。”这个让刘娟爱不释手的手机应用
叫“糖豆”，是一个专注于为中老年人提供舞蹈
学习和展示机会的平台。

IT桔子发布的《2020年中国老年教育市场
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5月，50岁以上人群移
动活跃用户达到1.1亿人，相比上一年增加846
万人。根据红杉资本中国发布的《2019年中国
城市养老消费洞察报告》，66%的受访老年用户

会把1/4以上的自由时间沉浸在移动互联网中。
老年教育领域广阔的市场需求吸引了众

多企业和创业者入局：“支付宝老年大学”重
点聚焦老年防骗知识普及；“樊登年轮学堂”
锁定老年人群的心理情感建设，通过线上视
频和音频形式，带来健康、兴趣和读书课程；

“乐龄圈”依托网络平台打造老年人的音乐学
习圣地。

然而，这些平台或应用内层出不穷的知识
套餐、社群、课程购买、会员付费让闫芳产生了
担忧：“老年人信息鉴别能力弱，为老年人设计
的应用里出现买会员、交年费这样的图标或广
告，很容易造成诱导消费或者失误消费。”

“好课程可以明码标价，但不要在老年人
的教育市场设置‘陷阱’。政府相关部门应该
对此作出细致明确的行业规范。”闫芳建议。

3.老年线上教育需求旺 内容混杂不够规范

4.互联网适老改造 别让简化为隐患开道 5.养老产品要智慧化与普惠化兼顾

日本松下真心香里园：
随时感知老人状态的智慧养老院

日本松下所设立的“真心香里园”充分使用了数
字技术，智能家具设备结合了远程医疗终端、智能机
器人等前沿技术，从卧室起居到扶手马桶，实现了对
老年人无微不至的照顾。

老人们将一个拇指粗细的塑料装置挂在胸前，这
既是一个开关，也是一个定位仪，只要带上它，控制中
心可随时掌握老人位置。如果遇到危险，老人只要一
摁开关，护理人员马上就可以赶去帮忙。

类似的传感器在真心香里园无所不在：如果老人
夜晚睡觉不慎掉下床，床脚处的探测器会自动报警，
通知控制中心；床单夹层的探测器可探知老人是否大
小便失禁；一旦老人入厕时间过长或有异常反应，厕
所顶部的探测器会智能分辨并通知控制中心；拉环被
安在抬手可及之处，一旦需要老人可直接呼叫。

新加坡非打扰智能传感器和机器人助手：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管家和贴身保姆

为解决老人养老难的局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推出了两个项目：“非打扰智能传感器”和“机器人助
手”电动轮椅。

“非打扰智能传感器”相较于传统摄像头而言，更
具私密性，在保证老人隐私的前提下，较精准地感知
老年人的各项指标，并将收集到的数据转换成文本、
语音或者3D动画等多种形式以供观看。传感器可安
装在冰箱门、沙发或大门口等各个角落，推算家中老
人的用餐情况、体重或社交状态。

“机器人助手”电动轮椅与市面上的轮椅不同，可
以更大程度地辅助腿脚不便者自行站立、行走和坐下。
机器人还会一直跟随走动的老人，一旦老人出现失去平
衡的情况，身后的机器人会立刻出“手”相救。机器手臂
上安装的传感器可以达到不限制老人活动自由的效果。

美国纽约永康成人日间护理中心：
把需求和要求想在老人前面

位于美国纽约的永康成人日间护理中心采用智
能科技，小到老年人点餐，大到出行参加活动，老人们
无论是在养老院，还是住在家里，都能体验到智能科
技带来的便利。

当老人就餐时，系统屏幕会清晰显示剩余空座和
相应桌号，以及已经选择在此桌就餐的老人姓名，还会
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合理制定健康菜品。对于患有糖
尿病的老人，电脑程序已经把老人可选择的菜品限定在
糖尿病人可食用的无糖、清淡、少油等范围内，在保障营
养和口感的同时，节约了排队和选座位的时间。

此外，在接送居家老人往返中心参加活动时，永
康成人日间护理中心会在车上安装追踪设备，以便老
人在等车期间可上网即时查询车况路况，等车临近自
己住所时再下楼上车。

为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推动老年人更好更快共
享信息化便利，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自
2021年1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
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
造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刘烈宏表示，首批将完成针对老年人和
残障人士的 115 个网站和 43个手机
APP的适老化改造。

今年 79岁的张兰老人居住在西
安，听说智能手机要开展适老化改造，
更符合老年人需求，马上打开了话匣
子：“我一个人在家就是看电视，女儿来
了才带着我用用手机，最主要是因为操
作太复杂，什么时候给老人的操作能简
化到3步以内？”

带着老人的问题，记者走访了北京
几家手机专营店。在华为授权体验店
内，记者询问是否有功能模式适合老人
使用的智能手机时，被店员带到了一款
售价1299元的样机前。“这款是全部产
品里配置最低也是售价最低的，相当于

‘老人机’，老人用的功能不多、时间也
不长，足以满足需求了。”店员王先生对
记者说。

“所谓的‘老人模式’就是手机里的
‘简易模式’。”王先生告诉记者，简易模
式选项处提示着模式特征——桌面布
局更简单，图标与字体更大。在另一家
OPPO手机专卖店，记者的问题得到了
相同回答，当问到简易模式是否有配套
为老人设计的简化版应用，被告知“不
太清楚，应该没有”。

根据调查，大字体、大图标、界面操
作简单、语音识别在老年人中间呼声颇
高。据了解，在工信部政策出台前，支
付宝应用内已推出一款名为“关怀版”
的小程序，以大字、大图标形式集合了
健康码、付款码、查社保等十几种老人
常用服务；淘宝特价版应用也推出了

“省心版”即“老年专区”，简化商品列表
界面，放大图标、字体。

“目前应用程序的适老化改造在技
术上已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真正明
白老年人的特点和需要。”爱回收手机
服务站技术人员李想对记者说，“现在
很多应用直接关联微信或支付宝，省去
了很多麻烦。但另一方面，老年人操作
不熟练，流程简化会不会带来隐患？如
何保证安全？很多问题都需要考虑。”

他山之石

■中国城市报记者 冯雅君 马 源

1月22日，首汽约车在北京上线全国首个针对老年人的用车产品，老年用户通过“一键叫车”功能即实
现快速叫车，并享受平台优先调度车辆减少等待。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自助挂号、网上购物、刷码
通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
发展，互联网以及随之产生的
各类智能设备逐渐覆盖城市运
行的各个场景，便捷着人们的
生活。然而，在智能化浪潮的
背后，数量日益庞大的老年群
体正在为网发愁、为码所困。

每个周六，家住北京市丰
台区的80岁老人张兵都会站
在离家最近的超市门口，等着
在里面采购的女儿出来。老人
背的斜挎包里放着一台智能手
机，他说：“我不会弄健康码，登
记的话眼花手也抖，就不给别
人添麻烦了，女儿进去就好。”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
至2019年底，我国60岁及以
上人口已达2.54亿人，占总人
口的18.1%。而据第46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
国60岁及以上手机网民约为
0.96亿，这就意味着超 1.5亿
老人没有接触过网络。

当智能化遇上老龄化，如
何让智慧科技切实提升老年人
的生活幸福感，成为国家和社
会持续探索的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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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行、
就医、服务等七方面为老年人
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作出部
署。而在更早以前，各城市就
已因地制宜，创新推行了多项
智慧助老新模式。

北京市试点老
年人刷养老助残卡
就能完成“北京健康
宝”健康状态查询、
来访登记等功能，整
个过程像坐公交车
刷卡一样简单便
捷。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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