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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预约 “犯难 ”、被二维码 “绕晕 ”、算法推送 “成
瘾 ” ……随着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 一些老人在出行 、就
医、消费等日常生活场景中面临操作困难 ，犹如陷入 “数
字迷宫”。

数字化浪潮中，如何让老人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捷？

“银发族”的数字困局

智能汽车、电视、音响、手机，乃至智能马桶等家居产
品，在设计时主要面向年轻人，功能繁杂、操作复杂。 一些
产品未考虑到老年人的特点， 让不少老年人感觉手足无
措。

因线上操作繁琐，72 岁的江苏无锡市民张大爷和老伴
至今不会网上挂号、手机打车。 “小孩在外地工作，我肠胃
不好老跑医院，每次挂号、检查都得花两三个小时。 还不会
打车，路上只能忍着难受坐公交。 ”张大爷说。

一些手机 APP 的适老化改造浮于表面。 工信部发布
的《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对手机
APP 适老化改造有明确指导规范。 但记者发现，不少手机
APP 的“关怀版”一级界面字体变大，点击进入二级界面，
页面布置、字体却与正常版无异，“换汤不换药”仍让老人
无所适从。《2024 年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现状与创新趋
势》报告显示，目前网络上超 50%的 APP 尚未提供“长辈
模式 ”，且部分 APP 的 “长辈模式 ”入口过深 、不明显 ，不
利于老年用户快速、便捷地切换使用。

层出不穷的弹窗广告、信息诱导也让不少老人苦恼。81
岁的退休教师王阿婆一人独居， 习惯通过平板电脑看电
视。 “每次看着看着，就有广告弹出，很难取消，广告界面挡
住半边屏幕，特别影响观感。 ”

有老人吐槽，一些手机软件“手抖一下”就跳出弹窗广
告，像“狗皮膏药”一样，一旦点错隐蔽的关闭按钮，还会下
载不知名软件。 “因为误点诱导信息，还泄露了手机号码，
各种骚扰电话不断。 ”

《2024 年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现状与创新趋势》也
指出，有接近 30%的 APP 在“长辈模式”上存在广告或营销

性内容，不仅影响使用体验，也可能诱导老人消费，增加安
全隐患。

“冲浪”无忧，阻碍何在

记者采访发现，“银发族” 要想真正跨越数字鸿沟，仍
需破解个人、企业和社会等方面的核心痛点。

记者走访多家城乡养老院发现，不少老人不愿、不敢
接触电子产品，认为自己“搞不懂”。 “他们害怕杂七杂八的
智能产品。 ”一家养老院工作人员说。

子女和亲友的指导是多数老人掌握智能技术的重要
途径， 而据此前云南大学团队开展的相关调研结果显示，
48.6%的老年人表示孙辈在指导其使用手机时缺乏耐心，代
际之间“数字反哺”效果仍有提升空间。

企业研发动力不足，也成为阻碍之一。 “我们也希望为
老年人研发更多高科技产品，但前期花费投资大，而这一
群体大多节俭，企业无法预期能否盈利。 ”南京软件谷一名
产品经理坦言，多数企业在为“银发族”开发智能产品时会
犹豫。

部分企业专门成立科技部门，组建研发团队，围绕老
人需求推出护理、保洁、就餐等上门生活服务的 APP，但推
广难度较大，下载、下单的仍以年轻人居多，且因缺乏价格
优势、日活量较低，运营维护难以为继。

“社区也开展过数字技能培训，电子支付、网购下单、
预防网络诈骗等培训内容很实用，但互动性差，很难一对
一手把手指导；很多老人大屏幕都看不清，再加上记性不
好，教了第二天就忘了。 ”一名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班的志
愿者说。

受访专家表示，老人“触网”问题与地区经济差异密切
相关。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数字鸿沟有待弥合，在一些欠发
达地区，农村老人消费能力有限，尚未融入互联网生活。

化“鸿沟”为“红利”

今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

年人福祉的意见》 提出，“开展数字适老化能力提升工程，
推进互联网应用改造”。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也出台
文件，要求“推进适老助残无障碍设施与公共服务数字化
改造，积极发挥社会和市场力量助力重点人群跨越数字鸿
沟”。

受访专家表示，在数字浪潮下，有效破解老年人“不敢
用”“不会用”智能技术的难题，既关乎社会关怀，也是挖掘
银发经济潜力的必要举措。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静指出，不少老龄化程
度较高的国家都专门推出网络无障碍建设法规，为老人使
用智能技术进行政策设计；我国在数字社会建设过程中也
应加快推进数字无障碍立法进程，为弥合银发数字鸿沟提
供制度保障。

专家建议，将智能设备与社会公共服务的适老化、可
及性改造纳入无障碍建设范围 ， 针对老年群体出行 、就
医、购物、文娱等场景完善适老产品和服务。 同时，鼓励并
引导企业加快研发改造各类适老智能应用， 如 “一键叫
车”“一键呼救”“刷脸支付” 等， 进一步减轻老人操作负
担。

江苏省老年大学协会秘书长徐建设表示，应注重研究
不同类型老人的差异化需求。 一方面加快实施 “数字扫
盲”，通过组织开展相关培训，帮助老人提升数字素养；另
一方面，为习惯智能技术的老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开展
老人防沉迷、防诈骗等方面教育引导。

专家指出，应注重子女对老人的“数字反哺”作用，鼓
励子女帮助老人筛选智能化养老服务及产品，指导老人利
用智能技术提升生活品质；同时，通过推广亲情模式、家庭
模式等，提升老人使用智能产品的便捷度和自信心。

此外，要有更温情的社会“兜底”保障。
专家表示， 目前我国仍有许多老人属于 “非网民”群

体，在妥善引导其接纳智能生活的同时，要避免数字偏见
与社会排斥。 在推广智能技术适老化改造过程中，应为有
使用困难的老年群体保留传统服务方式，尤其是在一些公
共服务窗口和平台，必须提供替代方案兜底。

在白河县麻虎镇，活跃着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披
荆斩棘、不畏风雨，穿梭在没有路的山间密林里，巡护在绿
水青山的巴山中，他们就是默默守护森林安全、保护林业
自然资源的“绿色卫士”———护林员。

守护森林安全

在里龙村，作为天保护林员的王祥华每月会组织 2 次
护林员集体巡山活动。 为了护好一方山林，他们一趟趟地
爬山坡、越溪谷，夏天汗水浸湿了衣裳，蚊子、马蜂追着人
咬；冬天衣服被汗湿透再被风一吹，湿冷得浸骨头，忍不住
打冷战。 当问及这么艰辛是否退缩过，王祥华说：“看好树，
守好林，护好生态，这是护林员的职责。 ”

据了解，麻虎镇共有 101 名护林员，每年 10 月 1 日到
次年 5 月 1 日属于森林火灾高发时期，也是护林员最繁忙
的时期。 森林巡护 APP 记录着他们巡山的轨迹、一本本工

作日志凝结着他们辛勤的汗水。 而每逢清明等重要节日、
春耕等农事时节，护林员还会增加巡林频次，确保不发生
森林火灾，牢牢守护麻虎的绿水青山。

守护林业资源

10 月 18 日，在松树村，护林员宋东洋正和巡山队伍
仔细巡查村内松树林的生长、病害情况，这一走就是数公
里。 尤其在村域最高处 7 组的关山草甸入口处生长着一
片松林，既为草甸涵养着水土 ，也成为独特的自然景观 ，
而“松线虫”病害对松林资源 、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存在
严重威胁。近期，麻虎镇组织各村（社区）护林员队伍集中
开展“护松”行动，排查除治松材线虫病，坚决消除病害威
胁。

“关山草甸和周围大片的森林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宝
贵财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对这些树木林草都有感情，保

护它们本就是我应该做的。 ”宋东洋坚定地说。 正是护林员
们的勤恳脚步，守护着如金山银山的林业资源。

守护绿色产业

兴坪村位于后山，“地无三尺平”是当地自然条件的写
照， 但是近年来当地却走出了一条林业生态产业的路子。
围绕百亩金丝皇菊产业基础，木瓜、核桃等林业经济逐渐
崭露头角，种植面积均超 300 亩。经济林重在管护，防火、防
治病虫害等工作是重中之重，护林员就成为林业产业发展
的守护者。

近年来，该镇靠山吃山发展起林下魔芋、特色经济林
（拐枣）、林下黑猪养殖等一批生态产业。 远眺山野，满目皆
绿，正因为有了一个个履职尽责的护林员，他们为乡村生
态振兴和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余倩 孟少猛）近日，一场以“关爱一老一小
守护一朝一夕 共筑美好未来”为主题的活动，在石泉县中池镇
城镇社区红色文化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石泉县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工作人员围绕“留
守儿童与老人如何有效沟通”这一话题，为辖区留守儿童、老人
讲授了一堂生动的家庭教育指导公益课。通过生动的案例分享、
有趣的互动环节及精彩的游戏设计，不仅为辖区的留守儿童与
老人搭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还让他们共同度过一段充满欢
声笑语的难忘时光。

今年以来，石泉县妇联积极发挥“联”字优势，协同各方力
量，不断加大家庭教育服务指导力度，深化家庭教育工作方式，
努力为妇女儿童点亮心灯。 深化家庭教育政策法规宣传，通过
举办“巾帼暖人心·法治伴我行”等各类讲座和活动，让《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妇
女权益保障法》等政策法规深入人心，引导全县广大家庭注重家
庭、家教、家风，为广大家长赋能。 不断加强志愿队伍专业化建
设，邀请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老师等专业人士参与公益指
导，提升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并联合武汉理工大学
共同举办“智慧引领·陪伴成长”家庭教育指导公益课进社区活
动 13 场次，活动受益人数千余人。 积极推动建立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体系，在全县试点推进“一校两基地”建设，充分发挥家长学
校、亲子阅读体验基地、家庭教育指导实践基地等阵地作用，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家庭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家庭崇尚
文明新风，树立良好家风，共建幸福家园。 今年以来，共开展线
上线下家庭教育、“与书有约·阅见幸福”“为爱集结·携手童行”
等主题亲子实践活动 40 余场次。

本报讯 （通讯员 陶铸 董道秋） 安康学院体育学院党总
支书记韩晔与体育学院院长吕仙利等 7 人组成的代表团 ，日
前前往镇坪县钟宝初级中学颁发 “安康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牌匾。

此次设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是安康学院积极响应国家关
于加强校际合作、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政策导向，旨在通过丰
富的实践教学活动，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钟宝
初级中学凭借其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成为安康
学院精心挑选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在揭牌仪式上，安康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设立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是学院加强实践教学体系、 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关
键举措。通过与钟宝初级中学的紧密合作，学院学生将有机会深
入基层学校，亲身体验教育一线的工作，从而更全面地了解教育
现状，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时，将积极为钟宝初级中学
提供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共同推动教育事业蓬勃
发展。

揭牌仪式结束后， 安康学院相关负责人详细询问了实习生
在实习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了解他们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 实习生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段时间的实习，不仅学到了
许多宝贵的专业技能，还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协作，这段经历
对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通讯员 王金娥 李筱龙）宁陕县筒车湾镇小学近日
组织 30 余名学生走进城关镇渔湾村，开展以“感悟农耕文化 传
承劳动精神”为主题的农耕文化研学实践活动。

来到渔湾逸谷水稻种植基地，稻谷的清香拂面而来，基地老
师耐心地给学生讲解犁田、灌溉、插秧等水稻的种收过程，同时
还介绍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热
情。

在带队老师的组织下，学生们每 2 人一组，领取镰刀后，基
地老师手把手传授收稻谷技巧。 大家纷纷挽起裤脚和袖子，铆足
了劲儿，拿着镰刀，体验收获的乐趣。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这是
他们第一次真正接触农活，每个人都显得既兴奋又紧张。 六年级
2 班的王雅萱收获满满：“刚开始我连镰刀都不会用， 农民伯伯
教我之后，我就割了一些稻谷。 我感觉很辛苦，这让我懂得珍惜
粮食。 ”除体验割稻外，学生们还参观了朱鹮博物馆，体验了田间
小火车。

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这次劳作实践让他们受益匪
浅，不仅学到了农耕知识，还锻炼了身体。 “我今天参观了博物
馆，体验了割稻谷，还坐了小火车，让我了解到跟书本里不一样
的知识。 我觉得这种体验很有趣，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种农耕体
验活动。 ”学生赵龙宇开心地说。

近年来，该校坚持把农耕文化融入劳动教育，将劳动纳入学
生培养全过程， 引导学生在劳动中尊重劳动、 在研学中启智增
信、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 据悉，该校将建设
农耕文化陈列室，把农耕文化与劳动实践相结合，以劳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石泉：聚焦家庭教育
为妇女儿童点亮心灯

安康学院在钟宝初中
设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如何不让老人困于“数字迷宫”？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何磊静 田中全

“绿色卫士”护山林
通讯员 姚兴丽 雷应坤

“田间课堂”学农耕

石泉县饶峰九年制学校日前开展 “道德模范进
校园”宣讲活动，邀请“陕西省第四届道德模范”“安
康好人”陈永兵分享自己身残志坚、勤劳致富的感人
事迹，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引导学生见贤思齐、向善
向美。

游明康 摄

10 月 20 日， 安康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组
织师生积极参与在安康市博物馆内举办的“协同
育人聚合力，幸福教育谱新篇”主题活动。

通过精彩纷呈的表演和成果展示，集中展现
该教育集团的特色文化和精神风貌。

活动现场，一曲校歌《幸福启航》拉开活动序
幕，市一小教育集团党委副书记、校长胡刚以《以
幸福教育追寻教育幸福》为题，分享了学校 “幸
福教育” 理念及校家社协同育人工作情况。 该校
本部的“乐乐佳佳” 舞蹈团表演、微讲座《和孩子
们一起读书 》、课本剧 《十二生肖 》、亲子情景诵
读、体育社团表演、戏曲舞蹈等充分展现文化传
承与“五育”并举成果；高新校区的课本剧《司马
光》、科创社团机器人展示、少年交警队情景剧、
模拟庭审、 歌舞表演等展示了协同育人努力；城

东校区的《二十四节气》、啦啦操表演、课本剧、爵
士舞等展示了特色课程与社团活动；红星校区师
生歌曲联唱、腰鼓社团《吉祥腰鼓》表演展现师生
的精神风貌。 各校区紧密围绕协同育人主题，以
丰富多样的形式彰显该教育集团的蓬勃发展与
育人成效。

近年来，该教育集团积极整合学校、家庭、社
会的有效教育资源， 努力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
逐步形成了“幸福教育” 办学理念。

“学校将不断完善校家社协同育人 ‘123’模
式， 多方增强协同育人工作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推动形成更加完善的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
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育人格局，为学生终身
幸福奠基，为基础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胡刚说。

王仕召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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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生生听听老老师师讲讲解解紫紫阳阳民民歌歌 表表演演《《司司马马光光》》

表表演演传传统统戏戏曲曲

展展示示课课本本剧剧《《十十二二生生肖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