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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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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七八年前，与一只很漂亮的非智能手机告别

时的依依不舍。其实我在同龄人中，还算是个“先进分子”，

很早就会用电脑写作、上网收发邮件、传图交稿、连线聊天、

上网“冲浪”，办公室、家里都能无限量上网。时代发展太快，

突然间办什么事情都要“立等可取”了，说句你等等，十分钟没

回音对方要急，两三个小时不联系此事要“黄”。没有智能手

机，出门手机里不带个几 G上网流量，你似乎真的落伍了。

换上智能手机时，我已退休，想着已是个闲人，买了个

16G容量的。没有想到高速社会飞一般疾驰。最近几年，叫

快递、订水、骑共享单车、医院挂号预约、打出租车、去银行

这些日常都必须用上智能手机，更不要说我是个路盲，即使

在家已查好了乘车路线，出了站还是不认路。因网速不行，

手机内存太小，我一次次换新手机，去年一跺脚，手机和移

动网络都换了最大容量的，还下了几十个应用 APP，想干嘛

就干嘛，再也不会碰到令自己尴尬的局面了。

像我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女性，年轻时，在工作

与学习上争强好胜，老了也须自尊自强自立。定居在海外的

女儿一直鼓励我当“智能老人”，她说，你还年轻，脑子又活

络，为何甘心落后于时代，明明稍耐心一点就能学会的，你

等着别人帮你有意思吗？因为了解时尚、思想不古板，很多

年轻小朋友愿意带我玩，真遇到高科技问题，一求教立马就

能解决。疫情期间，需要更多的无接触方式，前几天我排着队，

眼睁睁看见一些老人眼明手快地在手机上调出健康码、行

程轨迹，唰唰唰地超到我前面，可把我急得，咱不能服！

跳上“智能”这条船
孔明珠

    近日，在获悉这个“老人被抱起做人脸识别”的新

闻后，我不禁想到了我的老岳母。

我的岳母也已年逾九旬了，岳父去世后，她一直

和儿子他们一起生活。今年初，老人得了一场不算厉

害的毛病后，行动就有些迟钝了，怕给儿女们添麻烦，

好强的她主动提出要去养老院，子女们顺从其意愿，

并特意给她买了一部手机，以便随时和家人联系。可

尽管反复提示，大半年过去了，老人居然一次都没有

用过这部手机：“上面的号码又小又密，看着就头晕，

我不想用。”

岳母当年是纺织厂的挡车工，曾获过先进工作

者称号，也算十分勤劳精干了吧，可如今，连打个

手机电话也觉得犯难，遑论其他的功能运用呢！

其实，不说老岳母，就拿我自己来说，也有点跟不

上智能的节奏。作为脑力劳动者，我还是比较早学会

电脑打字的，当年单位里不少年轻人常夸我“操作自

如，老当益壮”。可我心里清楚，我学会电脑操作，只是

为了保住立身之本，至于其他智能化工具的运用，留

下的空白可谓不胜枚举。

比如，我是个典型的“路盲”，对数字又特别不敏

感，所以，我至今不敢在“手机银行”闯荡，只怕在手机

上存款转账，万一点错号码，就会搞成一笔糊涂账。另

外，我虽学会了微信支付，但还不会通过手机购买车

票机票，甚至不会在网上预订饭馆餐厅，于是常会出

现些窘况：哪天我想请朋友吃饭，就要先请对方找地

方，了解我的倒也爽快照办了，一面之交者难免犯嘀

咕，这家伙是不是故意“豁翎子”，让我们请客买单啊！

那你就抓紧学会它啊，可问题是，万宝全书尚且

缺个角，有些东西就是一辈子也学不成；更何况，当一

个人越来越老的时候，还要让他学会越来越精细的智

能化操作，岂非一句废话一种漠视吗？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我看来，保留

一些传统的服务项目，不仅利于老人们安度晚年，而

且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黄发垂髫并怡然而

乐，这样的两全其美，又何乐而不为呢？

愿黄发垂髫并怡然而乐

    怎么手机账单还没寄来？再等下去，估计账单又

要过期了。打了联通客服电话才知，原来账单被改成

了电子账单，只因为不会用手机打字，收到是否保留

纸质账单的短信时，没有及时回复“保留”二字。一声

叹息后，望能补寄个账单，方便线下支付，但盼来的却

是过期账单，便利店、邮局的营业员都向我打招呼：

“条形码都扫不出了。”最终，还是开口拜托家里的小

年轻，用手机支付。这之后，顿觉年纪大了，不会网上

支付、不会打字，这日子，还真挺难过的。年龄大了，小

毛小病也多了。前几天去医院看病，老伴陪同，为绿码，

也是苦煞。智能手机是在手，但就是搞不定人脸识别。

好不容易把脸放进了框，可按提示一眨眼、一摇头，手

就抖了，还是识别失败。特殊时期，绿码堪比通行证，只

能再电话小年轻，遥控教我，在老伴的手机上开了个

“亲属随申码”。智能时代，想说爱你真不易啊。

不过我也碰到过好人，前几天，去社保中心办事，

知道要用绿码，家里的小年轻提前教我，但临要用了，

我还是在手机上一阵摸索。保安见状，通情达理：“老

伯，你就在本子上登记一下吧。”这话，让我感觉好暖。

要成为智能老人，确要有主动跨出一步的意识，

但年纪大了，反应慢了很多，还是希望多些“适老”措

施。在面对一些“智能化操作”时，不熟练的我们定会

手忙脚乱。科技永远在进步，盼社会对我们多些

宽容，多些“特殊通道”，也盼为老人能早日与

时俱进地“智能”提供便捷。

赵荣发

想说爱你真不易
亦云

老爸换手机

    老爸是出了名的老古板，凡新事物一概抵

触。好多年前，我给他买了部“诺基亚”，如果

不是老手机碰到新问题了，他根本没有要换的

意思———那天，老伙伴在电话那头责怪老爸快

迟到半小时了还不见人影？

原来，老爸和几个老伙伴约定先去复兴公园

喝茶，然后去黄鱼面馆吃面，然后去思南公馆参

观，然后再去新天地逛一圈……这些“然后”加在

一起，等于上海半日游。但除了老爸，几个老友都

有微信，步调一致。那天回家后，他破天荒地谦虚

起来，要我在他手机上装微信。我说他的手机太

“低能”，不支持智能软件。这下老头儿没话说

了，嘟囔着要买部新的，不能落在人家身后！

智能手机买来后，我不多时就把老爸手机

里存着的老伙伴都加入了好友，老爸兴奋地与

他们打招呼。但前几个月，老爸又碰到困难了，

说是一家包子铺不肯收现金，一定要网上支付。

他越说越气，难不成往后不会手机支付连包子

也吃不到了？

如今的年轻人是一部手机走天下。过去小铺

子找不开零钱了会去隔壁店里借，现在的零钱都

在手机支付中，老爸的郁闷代表了那些不会使用

手机支付的老年人。他依旧固执地不肯将银行卡

绑定在手机上，我只得在他的微信钱包中存了几

百小洋，至少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不至于尴尬。

几天前，老爸又虎着脸让我替他下载一款

老年人扬招出租车的 APP，不问也知道，他肯

定又遭遇打车的不快了。智能时代无疑冲撞着

老年人的生活与习性，固执的老爸不也屈尊来

请教我这个儿子了？老年人不是不想紧跟时代

潮流，只是这个节奏太快。他们跟得太累。所

以，等一等他们吧。

盼两条腿走路

    说到手机，总有故事。那晚我被冻得够呛，从

浦东的弟弟家出来天已黑，在公交站上等了好久

没车。风越刮越紧，极冷。那就打的吧。好几辆出

租车顶上亮着空灯，飞驰而过，扬招，它根本不睬

我。以前一直靠老婆用滴滴打车，自己不会，这下

傻了眼。我不平地想，这么冷的夜，我孤零零呼救

似的拼命招手，司机先生也许会停一下吧？事实

证明，我太乐观了。

我不禁感叹，如今不用手机预约，真是什么

事都别想办了。我想掉头回弟弟家去，但路好长，

天又寒。最后，总算等来了公交车，连忙蹿上去。

一次与朋友从杨浦到浦东图书馆。朋友新买

了华为手机，他儿子给他来了个速成培训。我估

计他尚处于半生不熟阶段，却信心满满地叫我跟

他走就是，说新手机有“导航”。我的习惯是去陌

生地方，必事先看地图，并简单画出目的地的交

汇道路。到浦东，出地铁站，我跟他走。走了五分

钟，连图书馆建筑的影子都没有。看看太阳，好像

方向不对，我拿出草图找路。朋友则在大树下沉

思，头扭来扭去，研究当前位置和导航关系……

在智能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我认为凡事都要

“两条腿走路”，如出租车既可预约又可扬招；各

项付费即可刷手机，又可付现金。我们老年朋友

也要慢慢适应形势。当然，也期待智能手机更智

能，开发出“傻瓜”型，能语音操作常用功能。

这几天，天又冷了，我已下载“申程

出行”，希望能一键叫车成功。

赵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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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条有关
老人“被智能拒绝”的
新闻引人关注。不少
老年人因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面临“数字鸿沟”。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切实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
施方案的通知》也因此引发热议。
莫笑他人老，转眼鬓发白。在

这期版面上，老人们道出了心声：
智能时代，付账单、刷脸、打车真
不易。老人们感叹：他们也想紧跟
潮流，但时代的发展节奏实在太
快。让我们等一等他们吧，让他们

慢慢学会“两条腿”
走路，也能跳上“智
能”这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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