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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智能终端开始，人们的生活由
此延展开来。

每天9点，长沙65岁的吴阿姨都会准时
参加瑜伽课程，“季节不同， 瑜伽服和瑜伽
垫也要换换。根本不知道去哪买，网上购物
我又不会。”吴阿姨说，为了方便购物，女儿
就帮自己下载了淘宝，还弄了个亲情号。

“我没有支付宝和微信， 银行卡绑定
手机我也不放心！”吴阿姨告诉记者，她每
次把需要的商品放购物车， 再选择亲情
付，“自己和女儿淘宝号绑定了之后，就可
以把付款信息发给女儿，女儿就可以帮忙
付款了。”

去年2月，淘宝上线亲情号，让父母购
物时可以选择子女买单，“亲情账号”这一
设定，解决了很多人的购物烦恼；不止于
此，2016年，滴滴打车推出“代叫车”业务，
叫车人只需填写实际乘车人电话，就能为

父母呼叫出租车……在智能生活方面，银
行等场所也在积极为老年人提供便利。

“银行为老年人开通了幸福专线，专
属电话客服会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余额
查询指导等服务。在网点我们也有工作人
员教老年人使用自助存款机以及智能柜
机。” 中信银行芙蓉支行的大堂经理告诉
记者，针对老年人触网难的问题，银行均
保留了传统的操作模式，为老年的生活保
留了绿色通道。

业内人士建议，软件在设计的时候要
考虑到各类人群， 为老年群体提供便利，
“在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老年人的
需求，要优化智能终端的软件设计。要去
除一些繁复的设计，设置一些智能语音等
功能。同时，线上渠道在发展的同时，也要
保留线下渠道，必要时做到相结合，使老
年人也能感受智能生活的便利。”

9月18日，长沙市开福区盛世荷园小区，一群老人正在交流智能手机使用方法。
记者 卜岚 摄

上海：2020年4月， 上海市
民政局、 市经信委联合发布首
批智慧养老应用场景需求，包
括“老年人智能相伴场景”。在
社区、机构和居家三类场景中，
利用电视机、 音频设备、 触摸
屏、机器人等智能化、信息化设
备，为老年人提供视频、图像、
音频等智能互动服务， 让老年
人便捷获取养老服务信息和智
能陪伴服务。

宁波：民生银行创立“民生
乐老学院”， 推出智能手机课
程，并联合宁波市科协等6家单
位启动“2020年中老年人智能
手机操作技能普及工程”，着力
解决中老年人智能手机不会
用、用不好等“用机难”问题，让
宁波中老年人共享“智慧城市”
发展成果。

杭州：从去年8月7日起，杭
州交通运管部门着力为老年
人、 残疾人等特殊人群送上了
一份暖心的打车、约车“福利”，
组建了95128爱心车队，向特殊
人群推出一对一预约结对的出
行服务；畅通了95128与曹操出
行400两路热线，提升约车响应
效率。

合肥：为普及计算机知识，
提高中老年人计算机技能，合
肥市临湖社区新年居委会联合
巢湖市德颐顺老年服务中心、
合肥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在居委
会活动中心开展了以“学习电
脑知识，共创志愿时尚”为主题
的中老年人计算机知识培训活
动。 大学生志愿者跟老年人宣
讲了计算机基本知识和简单的
操作方法， 并开展一对一专门
培训。

打破“数字鸿沟”，保留绿色通道
帮助老年人享受智能生活，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老年人融入便利的智能生活是存在不小的障碍的。如何打破这种“数
字鸿沟”，让更多的老年人也能乐享其中，其实，全社会的尝试与探讨从未停止。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谢文慧

除了公共服务给予
银发族照顾之外，子女对
父母的“文化反哺”也极
为重要。

今年4月，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
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20年3月，60岁及以
上网民占全体网民比例的
6.7%，人数为6057万。而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
2019年末， 中国60周岁及
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这
意味着， 仍有超1.9亿老人
未曾接触过互联网。 面对
大数据时代，这时候，如何
以乐观的心态拥抱新知识
显得格外重要。

“儿子教过我玩智能
手机， 但我学了两个小时
都没有学会。”家住长沙市
开福区盛世荷园小区的黄
爷爷说， 智能手机操作复
杂，总是忘了怎么弄。黄爷
爷称， 儿子家都是用智能
电饭煲、扫地机器人，但自
己家还是用最普通的电饭
煲，扫地用扫帚，拖地用拖
把，“现在智能产品都这么
贵， 一不小心弄坏了得多
浪费钱啊。”

为了更好地融入年轻
人的生活， 黄爷爷开始改
变抱怨的心态， 在儿子指
导下慢慢摸索手机使用功
能，“现在我也会用手机看
视频了， 朋友发我的广场
舞视频，我还能边看边学。
甚至能用手机听广播、和
儿子视频， 感觉又发现了
新世界。”黄爷爷感慨道。

“作为老年人自身,首
先需要调整心态, 适应智
能生活， 以积极的心态去
接受新事物。”湖南商学院
副教授尹元元认为, 除此
之外，作为子女儿孙，要满
足老年人对于互联网的知
识需求， 耐心教给他们更
多互联网生活技巧， 帮助
他们安全触网， 让老年人
享受便捷的智能生活，跟
上时代的步伐。

繁忙的工作， 让年轻人不能时时陪
伴。这时社区、养老院、老年大学等组织便
大有可为。

“老师， 快来帮我看看怎么发朋友
圈？”“怎么看基层社区动态?”“老师，微信
怎么建群啊?” 在长沙芙蓉区马王堆街道
古汉城社区图书室，老年人们对玩转智能
手机充满了兴趣。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古汉城社区就
曾开展“我学习 我快乐”老年人智能手机
学习小组主题活动， 针对老人的需求，社
工设置了实用的小组课程内容，包括教老
年人连接网络、下载微信，使用微信拍照、
聊天、视频通话，下载音乐，查公交，网上
看病挂号，浏览新闻等课程。

84岁的齐奶奶是开福区洪山街道洪
雅社区居民。孙儿在外地工作，给她买了
个智能手机，好方便他们视频通话。“可是
时间匆忙，晚辈们又没时间教我，所以到

现在我也只会接打电话。”齐奶奶说，听说
社区工作人员教老年人用智能手机，她专
程来学习。社区负责人介绍，前来上课的
老人们年龄基本在60至80岁之间，平均年
龄68岁。

据悉，为了让老人学会使用智能手
机， 长沙市洪雅社区曾多次在社区活
动室举办智能手机公开课， 为辖区老
人讲解智能手机以及常用手机软件的
使用方法。

“要给老年人一个过渡时期， 创造一
个能够理解他们的社会环境。 像社区、老
年大学就大有可为，可以通过开设相关课
程，指导老年人更好地使用手机。同时，制
定激励机制，通过社区的一些文艺活动增
设线上报名渠道等方式，鼓励老年人更多
地接触智能手机、互联网。”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李卫认为，老人们聚在一起，共同
学习和探索，进步会更快。

优化智能终端的软件设计，保留线上、线下双渠道建议一

建议二 开设相关课程，社区、老年大学等组织大有可为

他山之石

其他城市是如何做的？

建议三

老年人改变心态，亲人
积极作为、及时补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