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黄
浦
区
半
淞
园
路
街
道
首
创
社
区
智
慧
养
老
综
合
应

用
平
台
，老
人
可
凭
街
道
发
放
的
电
子
助
餐
券
优
惠
消
费

本
报
记
者

陈
梦
泽

摄

    吉玉萍代表建议，政府、

社会、家庭同向发力，动员
家庭成员、社区服务人员、

志愿服务组织、老年大学等
对老年人开展智能手机使

用培训；加强防网络诈骗、
电子通信诈骗知识宣传，帮

助老年人掌握防骗知识技

能；构建老年人终身学习教
育体系，帮助他们有更多路

径掌握新知识新技术。
许丽萍代表建议，要倡导

政府、社会组织、家庭合力发
挥作用。“政府除提供基本的

服务外，可通过政策导向调动
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应持续发

挥志愿者作用，尤其是组织好
学生志愿者队伍。”她还特别

提到了亲情纽带的重要性，
“要倡导尊老爱老的家风，家

庭中的年轻人有责任和义务
帮助父母、长辈跟上时代步

伐。”
“我们很快将迎来上海城

市数字化转型更辉煌的成绩，
我想我们的数字化一定要是

有温度的。”来自侨联界别的
上海市政协委员章桃旭说，加

强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关
怀，彰显上海推动数字化城市

进程的温度，“比如说中老年
人用了一辈子、熟悉的传统银

行卡支付，我们现在要推进网

上支付、手机支付，不能落下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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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 保留传统服务方式

眼花缭乱App 多来一点适老版
帮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让老年人共享“数字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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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宣传引导和政策供给，营造老

年群体学习互联网的氛围。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让年轻人更有孝心意识，鼓励他们多陪

伴老人，耐心细致地教老人学习生活新知

识，掌握互联网相关智能产品的使用方法。

■ 在各种应用软件的设计中，要充分

考虑老人这一庞大群体的特点，有针对性的

开发服务 App，提供更加便捷好用的服务。

■ 互联网技术应用，应充分考虑多元

化需求的特征。针对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遇

到的“痛点”“难点”细化方案并落实，帮助老

年人跨过“数字鸿沟”，与时代同行。

城市数字化转型要面向全体市民

本报记者 方翔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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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基层代表，市人大代表、闵行区华

漕镇党委书记吉玉萍对社区老人遇到的“数
字鸿沟”同样深有感触。

在闵行区华漕镇西郊虹韵居民区，为方
便群众出行，同时破解飞线充电问题，辖区

内的两个小区安装了电瓶车智能充电设备，
可以同时为200台电瓶车充电。通过手机扫

码，使用者就能为电瓶车付费充电。但很多

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不会使用相应
App，无法享受到智能设施带来的便利。“后

来，这一智能设备在扫码付费的基础上也推
出了刷卡使用的功能，到居委办卡就能享受

到同样的服务。”

这就是应对“数字鸿沟”的一个案例。吉
玉萍代表认为，“传统服务方式仍需保留，比

如对于不会扫码或不方便扫码的老年人，扩
大身份证件、社保卡、老年卡、医保电子凭证

等证件通用范围等。”

另外，吉玉萍代表建议，专属老年人的服

务通道还需进一步打通，主要是设立无健康
码通道，以及各类生活服务优化老年人绿色

通道等。
郑惠强代表同样建议，应提倡鼓励为老

年人提供专属的公共服务，别让老人因手机

支付、扫码、刷脸等被搞得“寸步难行”。

“从技术上看，在现有的体系构架上可
以优化形成‘适老版’，代价不会很大。从市

场上看，银发市场潜力巨大，适老化改造的
切入点也很多。可见，为老年人推行更加便

利化的服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完全能够
并存。”他说。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捷鑫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章桃旭提出，城市数字化
进程应以人为本，科技赋能，体现上海数字化

转型的关怀和数字化技术的温度和情怀。章
桃旭建议，社区可以给老人配备定制的智能

手环，可以显示时间、步数、心率。遇到困难，
老人只需一键按键求助，设备可自动向后台

系统报警，数分钟内社区工作人员和保安就
能及时赶到现场救助。

    上海正推动生活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

生活品质。作为深度老龄化的超大城市，必须
以数字化推动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养老、就

业、社保等基本民生保障更均衡、更精准、更
充分，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市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成员，上海市道路

运输管理局计划财务处处长张蕴建议，探索
建立独居高龄老人基本生命体征动态监测

（如心跳、血压等）和预警救助系统。借助具
有动态监测功能的随身设备（如智能手环

等），实时监测老人体征数据，利用医疗系
统大数据分析设置相应预警值，一旦触发

预警，系统自动提醒监护人或基层社区组

织，以利于及时提供帮助或救助。打造适
老、优质、普惠的数字生活新方式，体现城

市温度。

今年上海两会上，民盟上海市委提交的
一份提案中，建议政府做好“托底”，充分发挥

社区教育功能，并以技术提升供给，普惠各类
老年人群。大力发展适合老年人的各项教学

手段，以大数据平台为依托，做好老年教育资
源更有效的聚集、调配和推送，推进老年教育

在基层不断延伸与覆盖，鼓励全社会多开发

“申程出行”之类适合老年人使用的 App。

适老普惠 打造美好数字场景

■ 各类 App令人眼花缭乱，老人不能
准确找到自己所需要的

■ 越来越多的人扫码支付，用现金
的少，老人换取现金不便

■ 子女时间精力有限，老人记性不
好，教他们学习新知识需要更多耐
心，很多老人怕子女不耐烦，虽然困
惑不懂，却也不好意思多问

    去年春运期间，一位老人

为了买一张回老家的火车票，
跑了6?火车站。然而，他每一

次都抢不到票，无奈之下，他对
着工作人员下跪磕头，只为一

张车票。有人提醒他：“你可以
上网买呀。”大爷听后崩溃道：

“俺不会。”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惠强在

谈到“数字鸿沟”的时候，回忆
起了这段让他心酸难过的一

幕。他还曾见到一对老夫妻在
街上叫出租车，因为不会用手

机叫网约车，老夫妻俩只能看
着一辆辆车在眼前呼啸而过，

无奈又无助。
“这些在年轻人眼里是最简

单不过的事情、习以为常的一切，
对老年人来说，却像是另一个世

界，是一条跨越不了的鸿沟。如果
没有人停下来、伸出手去帮帮他

们，他们很可能永远无法逾越。”郑
惠强代表指出，城市数字化转型

要面向社会领域，突出社会属性，
应当服务整个社会群体，带上全

体市民，特别要关注“数字弱势群
体”。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

目标是实现“数字包容”，而不是加
剧“数字鸿沟”。

为此他建议，要专门针对
老年人的数字化能力，采用具

有人文关怀的设计，倡导信息化免费服务，使

老年人真正接触数字化、走进数字化；加大对
老年群体智能化数字的研究，促进不同领域

的专家学者、研发人员开发适老化新技术新
产品，政府部门结合科技和产品新进展及时

调整相关政策规定，更好地服务于老年群体。
市人大代表、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许丽萍指出，相关政

策规定在制定时就应纳入“数字弱势群体”
充分加以考虑。“出现问题后才解决，叫‘补

漏洞’。在互联网时代、智能化服务的过程
中，要重视政策制度设计中的人文关怀，多

换位思考。每推出一类新型服务方式之前，
要想想对老年人而言可能会遇到哪些困境，

提前想好对策。”
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沈永铭认

为，建议允许年满60周岁的病患本人采用拨
打电话及前往医疗机构办理的方式挂号。医

疗机构可以提供志愿者服务，重点帮助老年
人扫码打印报告等，同时保障申请过程的简

易性和普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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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是全国首个提出整体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城市。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帮助老年人跨越“数
字鸿沟”，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数字红利”，成了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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