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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教爸媽使用手機，進行電子銀行操作、網上預約
等，畢竟這對很多老年人而言有點難。」多位「80後」、「90
後」在接受訪問時表示，願意對老人進行「數字反哺」。近
日，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對2,006名青年進行
調查顯示，有90%的受訪青年願意教父母使用電子產品，
97.6%的受訪者希望電子產品更「老年友好」。
「就在前幾天，我媽不小心把抖音賬號弄丟了，讓我幫着找
回。」在北京工作的「80後」陳先生說，他經常通過遠程線上
指導的方式，教在江蘇老家的父母使用智能手機上的應用軟
件。
調查顯示，28.8%的受訪青年表示父母能非常熟練地使用電
子產品，68.5%的受訪青年覺得父母不太熟練，還有2.7%的受
訪青年表示父母完全不會用。
不過不少青年認為，教父母使用智能電子產品比想像中難。
陳先生說，「我教我媽連接無線網絡，她經常會不小心碰到什
麼按鍵就亂了，要麼就是又忘了在哪裏找網絡連接，要反覆好
幾次才能弄對。有時候恨不得穿過屏幕幫他們操作。」
父母使用電子產品有哪些作用？調查中，78.9%的受訪青年
覺得可以便於社交，70.3%覺得可以讓父母就醫、出行等日常
生活更方便。其他方面還有：緊跟時代潮流（61.1%），更快
捷地獲取資訊消息（55.9%）和豐富興趣愛好、充實生活
（51.2%）等。

專家：數字經濟不應遺忘長者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彭凱平提出，可以鼓勵老人之間
互相學習數字技術，派人去教他們。對於實在學不會或者沒有
智能設備的老人，則要有專人陪伴指導傳統的方法。還有一種
方法就是設置自學教程。彭凱平說，這叫做自我提升。有些老
人不願意去向別人學習，但他們可以自學，可以嘗試錯誤。
同時，一定要簡化數字科技對老人的影響。彭凱平說，「時
刻讓他們體會到時代的發展、自己的落伍，這對老人的身心健
康會產生很大影響。要創造適應老人的『時空膠囊』，讓他們
得到更加積極的生活體驗。這些老人都曾是中國社會寶貴的人
力資源，他們不應該成為數字經濟的遺忘者，社會的進步應該
多關注每個人的身心健康。」

近日，湖北的一位婆婆獨自
冒雨到社區交醫保，卻被告之
不收現金，一時間不知所措，
相關話題衝上微博熱搜榜第一
名，閱讀量高達1.3億。網友紛

紛表示，「被信息化拋棄的老奶奶，讓人心
疼。」只能手機掃碼、沒有人工服務、人臉
識別認證……一段時間以來，不斷升級的科技
門檻將「銀髮族」拒之於外，部分「跟不上時
代」的老年人感無助，引發輿論關注。

根據最新統計，內地60歲以上的老年人超
2.5億，其中網民僅有約6,056萬人。可見，絕
大多數老年人與數字化生活無緣。他們在家裏
誠然可以找年輕親屬解惑代辦，而在日常公共
場合，如何為老人定製數字技術環境下的「生

活指南」，不能不管不問，徒令長者「耗子尾
汁」（內地網絡潮語，意為「好自為之」）。

為切實解決老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國辦近
日專門發文，詳細地列舉了出行、就醫、消
費、文娛、辦事等各種服務場景，要求保留老
年人熟悉的傳統服務方式，充分保障遭遇技術
困難的老年人的基本需求。

事實上，在數字化浪潮中為老人留一條特殊
的通道，從技術層面看，操作起來並不困難。
目前內地多個火車站設有無健康碼通道，為使
用「老人機」、無微信、不熟悉操作流程的老
年群體帶來福音。

技術發展不能脫離人文關懷，只有容得下
「慢速度」，才能使「快時代」不跑偏。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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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不少
老年人使用「健康
碼」遇到困難，出
行受阻。

部分醫院實行網
上掛號或者自助機掛
號，缺人工窗口，
老年人不會操

作。

不會網上約車，
在路邊招手打不到出
租車。

不會操作家裏的
智能電器，有的當時
學會了隔天就忘。

5G時代來臨，2G
基站陸續關閉，很多
農村老年人使用的
「老人機」失去

信號。

電 器操作

智 能手機

??智能時代
老人普遍難題

國務院推適老方案 促保留傳統服務

「快時代」還需關顧「慢速度」

九成受訪青年願「數字反哺」
盼電子產品「老年友好」

近期相繼發生的多宗「老人被高科技拋棄」
事件，引發高度關注。對此，國務院辦公廳日
前下發《關於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
難的實施方案》。國家發展改革委秘書長趙辰

昕表示，《方案》的核心是在使用智能技術的
同時，保留傳統方式。要保留傳統紙質憑證、
專設老年人服務通道、保留人工服務。力爭在
年底前，盡快出台一批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
術最迫切問題的有效措施。

看病：櫃枱受理現場掛號
針對老年人網上掛號看病難的問題，國家衞
生健康委老齡健康司司長王海東說，衞健委要
求，在使用智能技術的同時，醫療衞生機構還
要保留傳統的服務方式；暢通家人、親友或者
家庭簽約醫生為老年患者代為掛號渠道；現場
掛號、繳費、打印檢驗檢查結果等服務，一定
要保留人工服務窗口。同時，還要配導醫、志
願者、社工等在現場為老年人服務。另外，還
要進一步簡化網上預約掛號、網上問診等智能
技術，以切合老年人需要。

付款：整治拒收現金問題
王海東還提出，不能把健康碼作為出行的唯

一憑證，要採取線上線下多種方式相結合手
段，方便群眾出行，保留其他方式替代查驗。

同時，要開設無健康碼通道。
對於一些地方拒收現金，令老年人無助的問

題。中國人民銀行科技司司長李偉說，將全面
開展拒收現金集中整治和長效機制建設工作。
對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將組織有關金融機構改
進服務，運用一些移動設備延伸服務觸角，主
動上門或者遠程辦理金融業務。

出行：客運站設服務窗口
關於出行問題，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運輸

服務司負責人蔡團結表示，鼓勵客運站及高速公
路服務區、收費站等場所為老年人設立優先購
票、專用候車區或者綠色通道，並要保留人工服
務窗口，保留現金的使用。另外，對新冠肺炎疫
情低風險地區，除了機場、碼頭、長途汽車站等
以外，其他場所一般不用查驗健康碼。

上網：手機App適老化改造
另外，工信部正在研究互聯網適老化改造，
已篩選一批跟老年人生活密切相關的近百個互
聯網網站、手機App，動員其進行適老化改
造，符合改造要求將授予信息無障礙標識。

掃 碼出行

「沒有健康碼簡直是寸步難行，
為此我專門換了個智能

機。」在談及近期面臨的高科技難
題時，65歲的陳女士說，「不僅去
超市、商場要健康碼，去醫院更是
沒有健康碼連大門都進不去。上個
月我去醫院查血糖，先要在門外掃
碼填寫是否去過疫情嚴重區域的問
詢表，然後再出示健康碼，才允許
進門。這對年輕人來講很簡單，但
對我而言，操作難度還是不小的。
幸好有孩子陪同，要不然就懵
了。」

便捷變添堵 老人嘆無奈
「掛號大廳擺放着一排自助機，
導診員被患者層層包圍，根本沒時
間回答我的問題。」陳女士說，想
看看人家怎麼掛號、付錢，可是看
了半天也沒弄明白。「其實，孩子
教過我好幾遍操作步驟，當時似乎
記住了，可現在早忘光了。還是希
望醫院多派幾名導診員為老年患者

服務。」
老人的類似問題在生活中並不鮮

見。上巴士無法出示健康碼，被司
機催促下車；購物時，現金付款不
被接受；沒有預約，招手截車基本
無效；快遞包裹要「掃一掃」才能
取出……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內地網

民規模達9.4億，其中60歲以上的網
民僅佔10.3%，而目前60歲以上人
口數已超2.5億。這就意味着在5G
時代，不少老人過的是「無G」生
活。

智能手機班 現一座難求
考慮到老年人運用智能產品方面

的困難，一些機構已經開始行動，
推出了一系列適老舉措。江蘇無錫
火車站內一個「無健康碼由此進
入」的提示牌，為使用老人機、手
機沒電、無微信、不會操作、無手
機等提供了溫馨的解決方案。北京
市近日還發出倡議，行業窗口應優

化服務，為老年人提供「綠色通
道」。北京多家銀行已增加大堂工
作人員配置，對需要幫助的老年人
專門引導、全程陪同。
智能手機老年培訓班也「火」了起

來，北京、上海、廣州等多地已在基
層社區開設相關培訓班。近日，南京
鼓樓開放大學推出智能手機培訓課
程，教授老年人掃碼付款、網上掛
號、健康碼使用以及詐騙防範等，一
座難求。河北、湖北、重慶等地也紛
紛發動志願者專門教授農村老人使用
智能手機，讓老年人也能享受到互聯
網帶來的快樂。
據預測，到「十四五」期末，全
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中國將從輕
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齡化。面對幫
老年人邁過「數字鴻溝」的新考
題，有專家表示，需要全社會共同
努力和自覺行動，形成從政府到企
業、從社會到家庭共同參與的良好
氛圍，只有這樣，才能讓逾2.5億老
年人共享數字紅利。

老人不知如何操作微信掃

碼登記、出示健康碼，在商

場、醫院門口無奈尋求路人

幫助；不會自助結賬，只能

在超市收銀處前排長隊；坐

公共交通工具不會使用手機

掃碼，只好翻找零錢，有時

還會因動作慢引來不耐煩的

「嘖」聲……對這樣場景，

相信內地民眾都不會感到陌

生。「數字時代」的到來，

給民眾生活帶來極大便捷的

同時，也令許多沒有「觸

網」的老年人感到無助且無

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 雲南昆明長水國際機場設有「無健康碼辦
理區域」，為老年人等提供便利。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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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北京市的社區志願者在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機掃描二維
碼。 資料圖片

■ 滴滴工作人員（左）在指導年長乘客使用電
子屏預約出租車。 資料圖片

■■ 「「數字時代數字時代」」的到來為的到來為
老人帶來便捷老人帶來便捷，，同時面臨同時面臨
高科技難題高科技難題。。圖為遊客在圖為遊客在
進入北京古北水鎮景區前進入北京古北水鎮景區前
掃掃「「健康碼健康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