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选完座位

怎么还不行，要实
名认证的？这字太

小，怎么搞啊？小
姑娘你来帮帮我。”

虽然戴着口罩，李老
伯稀疏的白发仍旧

“出卖”了他的年纪，想

要带老伴一起看一场
《送你一朵小红花》，却遇

到了一点小麻烦，他捧着
手机走向上海影城入口处

附近的服务员。

“别急，我教您。”傍晚的路灯

已经亮了，服务员孙琪戴着口罩，
看起来三十来岁上下，她站起身

来，走向老人，“这里勾一下，对，
这里要填身份证号码的，两张票

要两个身份证号码，您背得出
吗？”老人摇摇头，“那没事，打电

话给孩子问问，不着急。”

李老伯开始打电话，孙琪给
他找来纸笔，让老人方便记录。

“不着急的，来得及买好票进场。”
她耐心且温柔地说了一遍……而

后的一分钟里，孙琪利索地帮老
人填好了号码，完成了认证和付

款，还陪着他们到取票机前打印
出了影票，并叮嘱老人说，“电梯

上楼，支付宝开着，还需要扫一次
二维码，才能入场。”站上电梯，两

位老人频频致谢。孙琪转身又走
回了门口的工位，和她的同事继

续着繁琐又必要的工作。
以前，影城的服务员们会在

售票窗口前热情地说一声“欢迎
光临”，帮忙买票，主动唱票，然后

带着亲切的微笑，递上微热的影
票；他们也会在每一个放映厅门

口快速检票、放行，有时候附上一
声“祝您观影愉快”。

疫情之后，防控常态化以来，
他们每天要零星接待好一些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购买影票的老人，
要一步步辅佐、帮忙完善实名认

证，他们甚至会“繁复”地用托盘、

戴手套，全程无接触地为没有智
能手机的老人代买影票，“最年迈

的观众，撑着拐杖来，80多岁的
老人，我们不忍心伤了他们爱电

影爱生活的一颗心。他们是影城
的邻居，是我们的朋友。”

这六个月来，他们还要在每
一个影厅门口一遍又一遍

地敦促大家扫二维码

登记，在电影开始

后又一次次

地 “ 巡

逻”。“有
些观众对进影厅

还要再扫一次二维码仍
然不太理解，其实这是为了每一

场都准确录入每个观众的数据，
万一有事，可以最及时联系到你。

一个观众可能就要说上三四遍，
一天几百上千遍。”影城经理顾艳

有些疼惜自己的员工，但她说，去

年 7月 20日影院复业以来他们
始终以最高的防疫标准要求自

己，不敢有丝毫的一刻的放松，
“我们现在要求每个影厅每 20分

钟巡视一次，敦促大家戴好口罩，
也会‘稽查’偷带饮料的观众。”

6个多月来，上海影城每天
要耗费两大瓶 84消毒液。人手最

吃紧的时候，一个班从第一场放
映前到岗消毒通风，到午夜两三

点最后一场放映结束完成打扫和
消毒，没有换人，也没有休息，“口
罩闷湿了，就换一个，再湿，再换

一个”。即便如此，他们对春节

档仍然充满了期待，叽叽喳喳

地说着建议———建议小辈给

老人提前买好影票，这样观

众多时，不会造成人流堵塞；

建议大家“吃饱喝足”了开开

心心去看电影，不要偷带食物

进场；“大家一直戴好口罩，

保护好自己，也保护

好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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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能少 □ 邵宁

他们乐了 我们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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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金融、就医、出行、预约、网购……昨天

本报《智能生活，老人还要迈过多少“数字鸿沟”》

的报道， 讲述了记者随 10位老年市民现场体验

遇到一个个坎。 这些坎，相信很多读者和网友都

有同感，毕竟家家都有老人。 今天，本报报道的

上海影城为老人看电影提供的细致帮助，以及

和上海体育局“智慧助老大礼包”，让人感受

到了阵阵暖意。

数字鸿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的，

填平它有时候需要科技助力，比如，手机

银行能否设计简单、 安全、 大字的页

面？ 又如，“一键叫车”能否整合所

有的网上叫车平台？但更多时

候， 填平数字鸿沟并不

需要高技术，可

能只需要一点点耐心、爱心和同理心。 现在，没有

智能手机，还能不能看电影了？ 上海影城的工作

人员帮助买票并全程无接触送上，让高龄老人如

愿以偿。 在社区体育指导员手把手指导下，老人

们经过“初步训练”，都学会了扫码、小程序预

约和获取健身报告等操作，这种“get（获得）新

技能”的快乐，可能不亚于玩转健身器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善待老人，就是

善待自己。 建设智慧城市，一个都不

能少；填平数字鸿沟，需要从点滴做

起。 未来已来，带着老人一同搭上

数字时代的高铁， 共享多姿多

彩的现代生活， 才是一个

文明 、健康 、和谐的

社会。

    “对于智

能设备，我还
是初学者呢。”80

岁的查雪瑛是虹口区凉

城新村街道的健身爱好者，

每天上下午，她都会来到社区健身

苑点锻炼一小时。打开微信扫码、
完成认证后，她便跨上骑行台，开

始了自己的“旅程”。“这一套是社
区指导员教的，还有很多技能待开

发。”查阿姨笑着解释道。
过去，申城的几个社区健身场

馆入口处，时不时能听到老人的牢

骚：“说实在的，网上预约对小年轻
很简单，但对年纪比较大的人来

说，还是有些难度。”近日，市体育
局下发了《关于开展“智慧助老”行

动加强老年人体育服务的指导意
见》，这份“智慧助老大礼包”，正在

“解锁”申城老

年人健身

的最后一道关卡。

其实，对于智能健身
器，像查雪瑛这样的老人起

初是忐忑的，但来到健身苑点

没多久，她就把心放回了肚子
里。“锻炼之前，有年轻的社区

健身指导员协助操作，还有定期

的理论和实践培训，讲得很细

致。”用查阿姨的话说，社区里的老

人从前只会打电话、发短信，最多
简单回回微信，现在经过“初步训

练”，扫码、小程序预约和获取健身
报告等，都成了常规操作。

每个周末，位于大宁公园的健
身长廊，总会迎来不少锻炼的市

民，其中有不少是老年人。走在这

个全市最大的社区健身公园里，不
时能听到社区指导员耐心的讲解

声：“老师傅，你手机微信打开一
下，扫一扫就行，很快的。”10?钟

后，一张完整的器材使用示意图，
就出现在了健身者眼前的小屏幕

上，“你看啊，师傅，你先双脚用力
向前推，然后再向上提……”据了

解，这里的每一位健身指导员，都
经过专业培训，最大程度地为老年

朋友解除了后顾之忧。
阳光明媚的周末上午，林芳刚

踏进康健社区的乐活空间，就被几
个姐妹调侃。“芳芳阿姨，今天来得

有点晚哦！”“家里小朋友考完试
了，硬要跟着来，速度慢了点。”与

一般的社区健身房被年轻人“占
领”不同，康健社区的乐活空间，是

老年健身爱好者的“专属空间”。
在跑步机上挥汗、到平衡器

上练习、再到按摩椅上享受微循
环……林芳阿姨几乎能玩转空间

里的每一项器械。“2019年乐活空
间开放之前，社区里只有普通器

材，对老年人而言并不便利。”林芳

回忆，当时社区里的老年人想要找
个地方打羽毛球，都不太容易。“后

来政府来调研，获得反馈后搞了这
个实事工程，给我们提供了便利。”

据了解，这个空间里的所有器材，
都是按照老年人的锻炼强度和习

惯打造的，收费的方式中也保留了
现金选项。“年轻人健身可以有专

属定制，现在老年人也可以。通过

运动健身而更长寿，应该不仅仅

是梦想了。”本报记者 陆玮鑫

■ 康健社区的乐活空间成为老年人的“加油站”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文体社会

他们就是我们的明天，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