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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移动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为我们带
来许多便利，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
式。很多人感叹：没有手机和网络，我们
寸步难行。然而，许多老年人并不适应移
动互联网的生活，没有智能机或者有智能
机不会上网，甚至有些老年人连“触网”
都是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使这种
困境更加凸显。

其实，老年人并不是抗拒移动互联
网，相反却表达出强烈的学习意愿，只是
需要时间来学习和适应。所以，全社会应
对老年人使用移动互联网倾注更多耐心。
不仅创造老年人“触网”的条件，还要帮
助他们玩转互联网。达到这样的目标，需
要多方协作，共同努力。

政策引导要全面有效。老龄化和数字
化如今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但两

者并不对立。在制定发展数字化政策的过
程中，要充分考虑老年人需求，引导社
会、企业和家庭对老年人运用移动互联网
等智能技术投入更多精力。例如，政府可
以引导互联网企业对 APP 等进行适老化改
造；支持手机生产企业开发老年智能机；
引导社区等组织智能技术培训等。

市场开发要及时到位。如果真的能让
老年人玩转移动互联网，对众多互联网企
业来说将是一个巨大利好。中国现在 60周

岁以上人口超过2.5亿，这是一个庞大的市
场和一片新蓝海。养老、健康、娱乐等方
面都有着可观的市场空间。如果能够研发
出一些适老化 APP 或者智能终端设备，既
满足了老年人的需求，又增加了数字经济
的成色，这就形成了双赢局面。

社会关怀要温暖细心。社会关怀分为
两个方面，一是社区等应加强培训，二是
家庭要多多关心。社区是政策的主要执行
者，在推动老年人使用移动互联网上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社区应加强与老
年人的沟通，采取举办课程、组织志愿服
务、入户介绍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帮
助老年人积极“触网”。家庭则要更多关心
老年人。有时候子女为了省事，更愿意为父
母等老人代劳。殊不知，这样容易造成老年
人与移动互联网脱钩，而且还可能造成恶性
循环。所以，在家庭生活中，子女应放心让
老年人熟悉移动互联网，运用智能技术。
当老年人能够随时视频聊天，偶尔进行网

购时，家庭生活会变得更有乐趣。
当然，与此同时，也要正视老年人

“触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加大力度
打击电信诈骗，为老年人撑起一把安全的
保护伞。

眼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主动拥
抱移动互联网，他们想要跟上时代的步
伐。虽然“数字鸿沟”一直都存在，但相
信经过努力，老年人一定能够顺利跨过这
道鸿沟，真正享受到移动互联网的实用和
便捷。

更加愿意“上网冲浪”

“支付宝到账 23 元。”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水果店，
68 岁的周玉芳正拿着手机在收银台结账。她告诉记者，
自己已有 5年“网龄”，女儿教会自己用智能手机后，出
门买菜再也不用准备零钱了。手机支付、网上购物等操
作早已是“小菜一碟”。

第 47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十三五”期间，中国网民规模从 6.88 亿增长至 9.89 亿。
截至2020年12月，60岁以上网民占比达11.2%，较同年6
月增长0.9%。

“来，姥爷，我验收一下您的学习成果。”最近，小
刘在教姥爷怎样用手机买菜。“打开买菜软件，选好要买
的菜，核对地址，点击付款……”老人家一边嘴上念
叨，一边手上操作，几分钟就下单成功了。

小刘的姥爷今年 75岁，因腿脚不便不常出门，子女
们大约每周来看望一次。虽然每次都会带上许多食材，
但新鲜蔬果不宜久存，学会在手机上买菜，为老人解决
了不少麻烦。

中国质量协会“2020 年数字经济服务质量满意度研
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服务对 65岁以上老年群体的幸
福感提升作用显著，其幸福感主要源自短视频平台和网

络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于老年人而言，一部手机不仅拉
近了家到菜市场的距离，还能将对亲人朋友的思念传至
世界各地。

“我看手机提醒最近有沙尘暴，没事儿就别出门了
啊！”李大爷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了个视频电话。每天
晚上，他都会在手机上看看儿子所在城市最近几天的天
气情况，偶尔通过微信叮嘱几句“天热小心中暑”“天冷
记得加衣”。“孩子在外报喜不报忧，通过手机关注和他
有关的动态，也是参与他生活的一种方式。”李大爷说。

还有一些老人在互联网上成为圈粉众多的“网红”。
在某音频平台，71岁的资深“背包客”文歆苒创办了自
己的栏目，分享 10 年环球旅行经历，吸引了 7 万多人收
听；武汉 84岁的康爷爷在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分享
潮流穿搭，不少年轻人在评论区直呼“要跟老爷子学习
搭配”；90 岁的“UP 主”江敏慈通过短视频讲述自己曾
为求学而逃离包办婚姻的故事，感动众多网友……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正在积极拥抱数字生活，努力跨越横亘在
他们面前的“数字鸿沟”。

学会拥抱数字生活

为了帮助老年人快速融入数字生活，一些城市的老
年大学开设了智能手机使用技巧相关课程。然而，随着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老年大学承载人数有限，不能全
面担当起普及智能手机使用的角色。如何让更多“银发
族”享受智能生活带来的便利，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
难题。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
心研究员马驰提出，将帮扶力量下沉至街道、社区等基
层组织，通过招募专业教师和发动志愿者等方式，帮助
老年人解决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种种“数字难题”。

“调研发现，60到70岁的老年人有很强的学习意愿，
通过社区开设数天或一周的学习班，他们就能学会一些
基础操作，比如扫健康码、移动支付、手机打车、预约
就医等。”马驰表示，这批老年人还可以带动更多朋友参
与学习，或直接教更大岁数的人使用智能机。如今，上
海多个市辖区的街道、社区已顺利开展老年人学习使用
智能手机等相关课程。

记者调查发现，不仅在上海，四川、浙江、安徽等
多个省份已经或正在开展有关培训。有些城市由社区牵
头开设短期培训班；有的以敬老院为单元，开展相关讲
座；还有村镇推出“办班教学+上门送学+结对帮学”模
式，定期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提供志愿帮扶服
务……

越来越多适老化服务的推出，也正营造着对老年群
体更为友好的数字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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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要求推动手机
等智能终端产品适老化改造，使其具备大屏幕、大字
体、大音量、大电池容量、操作简单等更多方便老年人
使用的特点；推进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鼓励企业提
供相关应用的“关怀模式”“长辈模式”。

前几天，陈阿姨去银行办业务时发现网点添置了轮
椅、老花镜等老年人适用的设施。工作人员还全程陪同
指导她在机器上办理业务，并教她将手机银行 APP 设置
为更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模式。她发现，APP 新版本的页
面字体大了许多，还能通过语音功能说出自己的需求，
操作起来远比自己想象的简便。

“以后在手机上就能办理业务，不用大小事都往银行
跑了。”陈阿姨高兴地说。

自由选择生活方式

在专业团队和志愿者的帮助下，越来越多老年人享
受到智能时代的便利与乐趣。不过，仍有部分老人因年

岁过高学不会，或者不习惯、不喜欢凡事都依赖手机。
对此，专家认为，在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时代的同时，
仍要“两条腿走路”，为其提供自由选择的空间。

“比如老人不乐意用手机打车，可以在线下增设针对
老年人的打车点。”马驰介绍，目前上海有 200余个出租
车候客点，乘客可以使用线下打车装置“一键叫车”。

“同时，年轻人应多向老年人提供帮助，形成尊老爱老的
社会风气。”他说。

前段时间，一则“老人用现金缴医保被拒”的消息
引发网友热议。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表示，要
引导水电煤气、公用事业缴费领域及部分高频服务场所
的现金使用行为。对于涉及公共服务、民生等一些拒收
现金主体，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惩治。

需要警惕的是，如今“银发网友”越来越多，有些
不法分子动起了歪心思。在电视购物平台，推销号称专
门针对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不需插手机卡、打电话不要
钱、免费上网”，然而消费者收到的却是一台不能打电话
也无法上网的“砖机”；有的骗子则以线下促销活动为
名，将中老年人拉入微信群，实则在群内兜售名不副实
的“科技产品”，甚至以返利为噱头吸引老年人发展新客
户，行传销之实；还有的老年网友因轻信网络上的虚假
广告，遭遇网络诈骗，造成损失。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相关组织应引导老年人
获取有效信息，避开“数字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
监督部主任张德志建议，网购时要使用第三方支付交易
手段，并保留转账截图等凭证。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
协会、市场监管部门和公检法单位等维权组织应给予更
多投入。

工信部印发的 《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即无障碍改造
专项行动》 明确指出，针对当前互联网应用中强制广
告较多、容易误导老年人的问题，互联网网站和手机
APP 完成改造后的适老版、关怀版无障碍版本，将不
再设有广告插件，特别是付款类操作将无任何诱导式
按键。

还有专家建议，面对网络谣言等乱象，政府主管部
门、互联网企业及家庭子女等主体应共同参与，坚决打
击违法行为、开发谣言甄别系统，努力提升老年网友媒
介素养，保障老年人相关权益。

到 2025 年，中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3亿。智
能技术发展飞速，我们既要帮助老年人乘上时代的快
车，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到技术进步的红利，也要尊重
其个人选择，真正形成“老有所乐”的良好社会氛围。

帮老年人玩转互联网
张一琪

推进社区教育，提供适老化服务，打造友好数字环境——

数字时代，“银发族”不是“局外人”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扫码点餐、网上挂号、预约出
行……智能化服务为日常生活带来
许多便利，却让许多不会使用新技
术的老年人犯了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助力

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各地积极
落实，推出各种利好举措，比如开
展社区教育、推出适老化服务、线
上线下多向选择等，帮助老年群体
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

▲ 3月 20日，浙江省
金华市区人民广场学雷锋
角，一些老年人在志愿者
的指导下操作智能手机。

胡肖飞摄
（人民视觉）

◀ 1月 14日，安徽省
淮南市田家庵区龙泉街道
泉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内，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淮南西站青年
志愿者帮助社区老人学习
使用手机12306APP购买火
车票。

陈 彬摄
（人民视觉）

▲ 王 威作 （新华社发）
▶ 王 鹏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