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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李新民爹爹在社区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下载使用学习强国。

记者 周可 摄

网络购票及挂号
最让老人们头疼

长沙市开福区老干部大
学的李贞老师介绍， 目前老
年人咨询较多的问题是关于
网络挂号和购买火车票。

“初次注册12306账号
时， 需要绑定个人信息及支
付账号， 但是很多老人没有
支付宝账号， 微信也并未绑
定银行卡，因此，即使是现场
教学， 他们也无法成功完成
账号的注册。 有的老人在家
人的协助下注册成功， 也需
要多次实践， 才能独立完成
购票。 而网络挂号的难点在
于， 多数老年人难以完全理
解手机操作背后的原理，即
使学会了某一个医院的网上
挂号流程，也难以举一反三，
其他医院的挂号方法还要重
新学一次。这两件事，是老人
们最头疼的问题。”

让李贞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班上一位来自衡阳的刘
阿姨。刘阿姨的女儿在长沙
上班，每个周末，刘阿姨都
会乘坐高铁来长沙看望女
儿顺便上课。 由于不知道如
何网上购买火车票， 每次刘
阿姨都只能委托女儿为其代
买火车票。

“大多数时候，老人的挂
号需求是一个即时性的、当
下的需求。”李贞说，“而我们
的课程是固定的时间， 如果
只是教老年人基本操作而没
有反复多次的实践， 老年人
还是很难完全学会网络挂号
这一操作的。”

一部手机难住了很多老人，但也有人网聊、追剧样样玩得转

追赶潮流，耄耋老人“网上冲浪”

一部手机，让老年人只能在窗口排队购票，拿着钱包使用现金购物。同样是一部手机，也能让老
人坐在家中看世界，拉近与晚辈的距离。有人叹息说，互联网时代抛弃了老年人，但也有耄耋老人借
助手机丰富了自己的老年生活。难道，问题真的出在手机上？

如果我们细细观察，或许会发现，老年人与互联网之间的故事也如同互联网本身，多面且丰富。
■记者 周可

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
那一天。 在飞速发展的互
联网时代， 那些走得较慢
的老年人该怎么办？

记者调查走访中发
现， 即使这个充满科技感
的时代日新月异， 但绝大
多数的老年人仍然保持着
愿意接受、 学习新鲜事物
的态度。87岁的李爹爹不
怕麻烦他人， 有不懂的操
作就问，68岁的杨娭毑从
只会发短信打电话到像年
轻人一样用手机追剧，都
是因为他们乐于尝试；即
使衡阳的刘阿姨暂时还不
会使用手机购票， 但她也
报名了手机上网课程，有
这个学习热情， 熟悉掌握
是迟早的事。

更难得的是， 他们身
边的年轻人， 没有放弃他
们，而是主动伸出了手。

常说“老小老小”，老
年人学习上网， 或许就像
孩童学习写字一样， 需要
身边人的指导和帮助。幸
运的是， 从亲人到社区工
作人员，再到医院、火车站
的志愿者， 总有着愿意教
他们、帮助他们的年轻人。
我们，耐心、细心地带上他
们一起，老年人顺利“网上
冲浪”也不会太难。

多点耐心和细心
他们也能“网上冲浪”

9月18日上午， 长沙市芙蓉区黄泥街社
区，李新民爹爹正在家里用手机看免费小说。
尽管已经87岁，但李爹爹的“网瘾”可不小。
“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以及睡前的最后一件
事，都是看手机，主要是看微信。”李新民说，
自从学会使用智能手机上网， 感觉自己的生
活比以前更丰富了。

1996年， 李新民从湖南省电化教育馆退
休。 刚退休时也有过一段彷徨期，“那段时间
感觉每天过得有点空虚， 除了读书看报看电
视、偶尔打打麻将，也没有其他的休闲活动，
想见朋友还要走很远。”李新民说，为了让生
活变充实， 他又去了长沙市老干部大学教授
老年人心理健康课，并且一干就是18年。

大约四五年前， 李新民购买了现在的这
台华为智能手机，这是他的第二部手机。现在
虽已不再在老干部大学任教，但有了这小小的
一部手机，李新民再不会感觉生活无聊和空虚，
“聊微信、刷抖音、看新闻、看小说，在手机上可
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感觉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李新民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刚拿到智
能手机时他也不会使用， 便去请教家附近营
业厅的店员和与自己同住的儿子儿媳。“我认
识那个店员， 手机操作上一有不会的就去问
他，或者是等儿子儿媳回家后问他俩。学会了
基本操作之后，自己一有空就琢磨，只要有耐
心学，学会玩手机也没有多难。”

李新民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手机页面，
里面除了微信外，还有爱奇艺、抖音、今日头
条、腾讯新闻、微视等多个应用软件。在李新民
看来，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依旧可以享受信息
时代带来的方便快捷。“一个微信视频通话，就
可以和在外地的亲朋好友实现‘面对面’的沟
通。” 现在李新民买东西时大多也使用手机支
付，等不到出租车时也会叫网约车，他还尝试
在网上买东西。聊微信、刷抖音网购，是否担心
钱财被盗？李新民笑着告诉记者，“一开始也有
点怕，怕自己误操作丢了钱，所以我微信绑定
的银行卡里只有两三百元， 也不去外面乱扫
码，买东西前也会让儿子帮我把把关。”

“小苹果， 你最近有在家练舞蹈吗？”每
周，家在湖南永州的杨敏都会通过微信，与远
在深圳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女视频通话。

杨敏68岁了，她的微信头像是孙女“小苹
果”过生日时的照片，偶尔，她还在朋友圈里
秀一秀自己种的花花草草，分享旅游的照片，
儿媳妇发的每条孙子孙女动态的朋友圈，杨
敏都会留言点赞。

5年前，杨敏的孙女出生，她便从永州老
家去往深圳帮忙照顾小孙女。 当时的杨敏并
没有微信账号，也不知道如何通过手机上网，
为了方便联系， 也为了不让杨敏独自在家时
过于无聊，儿子替她申请了一个微信账号，教
她如何使用手机上网。

“现在我会用微信和家人朋友沟通，学会
了网上追剧，还知道如何制作视频相册，每天

在朋友圈和微信里看看文章， 哪怕一个人在
家也不会觉得无聊。” 杨敏说，“更重要的是，
相比10年前孙子出生那会儿， 在孙女的成长
过程中， 我明显地感受到了智能手机带来的
便利。”

杨敏所说的这个便利， 指的就是想看孙
子孙女便能马上“见”到。“哪怕我现在回了老
家， 想他们了也可以通过视频通话和他们
‘见’上一面。儿媳在朋友圈分享的小视频，我
也可以保存在手机里，非常方便。”

现在， 杨敏还学会了借助微信小程序制
作相册视频， 她把手机里的相册一张张导入
小程序， 生成视频后分享在家族群和朋友圈
里。尽管年近古稀，但杨敏觉得自己赶上了时
代的步伐，享受到了智能时代的快捷，相比前
几年，活得更年轻化了。

聊微信、刷抖音，87岁老爹爹乐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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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教她上网，68岁奶奶赶上了时代步伐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