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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支付、上网挂
号、发微信朋友圈……
如今，互联网正在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
对于适应新事物较慢
的老年人来说，互联网
在很多时候却成了他
们与社会之间一道看不
见的“数字鸿沟”。如何
跨越“数字鸿沟”？有
专家呼吁，要培养老年
人数字信息的获取能
力，保障老年人网络
环境安全，加大该群
体的网络内容生产，
打通信息联通的
“最后一公里”，陪
伴老年人跨越“数
字鸿沟”。

我市不少
社区都开展了
为老年人教授
如何使用智能
手机的活动，
这一做法值
得提倡和推
广。以 此 为
例，更多的
社区、公益组织，甚至商业
组织，可以针对老年人定期
举办服务知识讲座，满足他
们对数字文化服务的需求。
家人也应对老人多些爱心
和包容，教他们使用智能
工具，让老人融入信息时
代。同时，企业在智能应用
的开发上，也应兼顾老年
人的感受，推出适合老年人
简单易操作的界面设计。此
外，企业在发展中也应考虑
老年人的需求，比如医院挂
号、手机缴费等，要留足人工
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要耐心帮
助，让老年人逐渐适应。
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服务

人，再高级的智能应用工具，也应
当兼顾各类人群的需求，特别是照
顾到老年人的实际情况，让他们共享
信息发展带来的生活便利。

电子支付、网络订票、网上购物……如今互联网产品和服

务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便利。然而，不少老年人因为不会

上网，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充分享受这些便捷服务。目

前，我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有 65.3 万人。那么，互联网时代，

如何让“银发族”搭上互联网“快车”，共享科技发展成果

与红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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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64 岁的市民罗云发准备

和老伴坐高铁去平遥古城转一转，

经常听儿女们说网上可以订票，但

是老人不会操作，只能让孩子们帮

助订票。“如果我们自己会订就方便

多了，但是网上订票需要绑定银行

卡，还要接收短信验证码，操作流程

有些复杂，我们年纪大了记不住，怕

点错了。”罗云发说。

家住凤翔县的赵会英老人也有

这样的苦恼。“我也想像年轻人一样

扫码付款，但是就怕不安全。”赵会

英老人说，虽说她会使用微信给女

儿发信息，和外孙视频聊天，但是用

手机支付、缴费、打车、点外卖等，对

她来说还是不敢用。儿女们也常给

她说，网上有很多诈骗手段，不要在

手机上乱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许多

老人乐意“触网”，想体验互联网带

来的便利，并且一些“时尚”的老人

已经体会到了便捷，但大多数老人

因接受程度慢、担心网络诈骗等原

因，而对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望而

却步；即使有的老人拿着智能手机，

但其复杂的功能总是让他们心生恐

惧，生怕一不留神按错键就被意外

扣款，智能手机也只能当老年机用。

针对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中存

在的问题，我市不少社区举办了手机

课堂活动，聚焦老人所需，帮助他们

融入智慧生活。

“怎么添加微信好友？”“我的照

片怎样分享到朋友圈？”“用手机打

车怎么操作？”……前不久，高新区

渭水苑社区举办的老年人手机课堂

上，十几位老年人拿着智能手机，一

边听老师讲解操作流程，一边自己琢

磨，时不时还提出问题。

“去年我们已经举办了 9节课的

老年人手机课堂活动，效果特别好，今

年我们又上了 8节课，而且都有如何

防范网络诈骗的内容，老人们非常感

兴趣。”社区工作人员张静告诉记者。

渭水苑社区居民孙师傅参加完

手机课堂后收获满满：“我不仅学会

了微信、支付宝等应用，还注册了抖

音账号，自己能制作小视频了，一下

子感觉时髦多了。”今年 65 岁的社区

居民王阿姨学会了用手机点外卖，当

外卖小哥将王阿姨点的餐送到她手

中时，她激动地说：“我也跟上时代

步伐了！”

而金台区东风路街道石油社区

今年开展的老年人智慧课堂，同样受

到了老人们的欢迎。社区工作人员张

海洋介绍，今年在惠民公益创投活动

项目征集中，不少老人反映，希望开

设手机课堂。针对这一需求，他们和

宝鸡芳华公益服务中心合作，举办了

智慧课堂活动。“第一节课时，预计

会来四五十位老人，没想到当天

来了 100 多位老人，房子里坐得

满满当当，可见老年人对学习智

能手机使用的热情非常高！”

宝鸡芳华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

刘真楼告诉记者，他们上课的

内容包括微信、支付宝、淘宝的

使用，手机缴纳水电费，以及如

何防范网络诈骗等。教老年人学

会使用手机，也是为了提升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使他们尽快与“互

联网+”时代接轨。

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享受“互联网+”的便利，除了社区

开展手机课堂，还需各方共同努力。

宝鸡市老年学会会长田芸苔认

为，当前一些公共服务场所在增加

电子业务办理的同时，应保留部分

传统的服务方式和内容，满足老年

群体的现实需求。同时，在一些电子

业务办理机前张贴办理流程，或者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帮助和指导老

人操作。

“老年人也想尝试电子支付，但

是又怕操作失误导致绑定的银行卡

被扣费。”渭滨区社区教育学院培训

部教师梁权建议，老年人在手机支

付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免密支付和

指纹支付，在支付前应确认金额，再

输入密码。市民刘芸熙表示，不仅要

帮助老年人融入“互联网+”时代，

更要确保他们安全地融入。作为子

女，一方面要多关心父母的诉求，耐

心帮助他们熟悉智能设备，另一方

面应当为老人上网充当助手与“防

火墙”，让老人健康、安全地享受互

联网带来的便捷。

市政协委员王秋红告诉记者，

帮助老人融入互联网时代，首先要

鼓励他们大胆接触网络，敢于尝试

智能手机；社区以及公益组织可以

将手机课堂搬到群众“家门口”，采

取多种形式开展“数字扫盲”，扩大

普及面，让城乡老人共享智慧生活；

此外，企业也可以生产一些适合老

年人使用、操作简单的智能手机，通

过全社会共同努力，让老年人在互

联网时代不掉队。

手机课堂  教授老人上网冲浪

多方协作  共同开展数字扫盲

老年人如何搭上
互联网快车

■ 本报记者 秦玮玮

中共宝鸡市委宣传部    中共宝鸡市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宝鸡日报社

老人在渭水苑社区举办的

手机课堂上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医院工作人员帮助老人在手机

上进行智慧诊疗操作     周淑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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