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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小区 5

北外滩街道系列手机课程让老人生活“潮”起来

有了驿站“秘籍”轻松逛花博会

手把手教会阿姨爷叔玩转手机
天山路街道“帮侬一把”开启数字新生活

创新城市治理

小区 事暖

“老师，电视新闻天天都在说花博会，

我们能去吗？怎么去呢？”“老师，我们要是
去花博会，公交车路线怎么查呢？”自从 5

月 21日花博会开幕以来，虹口区北外滩街
道市民驿站里，每到老年智能提升的手机

课程时，老人们就开始“不安分”了，总会
提出各种各样关于花博会的问题。驿站工

作人员了解到，阿姨爷叔们从新闻媒体上

知道了花博会开幕消息，但是从门票到交
通到游览，大多都需要网上预约，这下可为

难了这些刚刚掌握了手机基础技能的老同
志们，数字鸿沟又一次拦在了这些老人们

面前。

好在市民驿站有本“秘籍”，它跟着老人

的需求走，延伸到了花博会的攻略，从门票
预订购买到公交线路、进入园区后的游览攻

略、6大特色展馆都一目了然，第一个拿到
“秘籍”的张阿姨开心地说，“我们还没去花

博会，导览手册已经拿到了！”

北外滩街道市民驿站的老年智能提升
课程开课以来，就受到了阿姨爷叔们的欢

迎。驿站在教学上从“零开始”，动手做“讲
义”，拿着手机一步步截屏，再站在老人的

角度，考虑老人的使用实际情况，请他们来
体验。课程采用 PPT的影像模式教学，但是

也有让工作人员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PPT

教学清晰简洁，老人们一目了然，再当场对
照手机，很快就学会了，但是回去就忘了。

能不能让老人回家自己“复习”一下呢？传
统方式也不可或缺，“小册子”这样的教材

更让他们安心。于是，驿站为他们专门定制

了“武林秘籍”，老人们还能拿起笔做点“小
抄”，方便记忆。

这“秘籍”是市民驿站手机课程的系列
丛书，每一本“秘籍”的诞生都是跟着老人们

的需求。最初时，大多数老人都在用老人机，
面对智能机，开机关机、音量键都搞不明白，

于是基础课程是让老年人熟悉智能手机的

各个基础功能。随后有老人对微信、上网、听
音乐、看视频等软件感兴趣，“秘籍”就增加

了微信课程等。一下子驿站的朋友圈扩大
了，驿站“蒲公英”志愿者徐阿姨说，自从学

会了微信，她最关心的就是发红包功能，特
别是疫情突发的那年，尽管不能和孙辈相

聚，群里红包“你来我往”，“我也体会到了抢
红包的快乐！”这几天开放了对 75岁以上老

人打疫苗，“武林秘籍”迅速出“苗苗版”，细

化预约注册流程指导，让老人们能拿着“秘

籍”对照注册预约疫苗，并且详细罗列了一
些老人们关心的问题解释及打疫苗后注意

事项。
自从开设了老年提升课程，老人们觉得

自己也能跟上年轻人的脚步了，“退休生活
才是真的潮！”驿站的“艺术指导”吴阿姨说：

“退休后，我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了———画画，只要心态年轻我们跟年轻人没
什么区别，我也爱刷抖音，在小红书上冲浪，

拿着‘手机秘籍’，很多老伙伴都学会了年
轻的生活方式。”近期，市民驿站在寻找身

边的“潮人”，发现身边的“潮生活”活动，出
乎意料的是，“潮人”们好多都是过了花甲

的老年人，拥有年轻的心态就是掌握了永葆
青春的“秘籍”。

本报记者 袁玮

老年人学智能手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长宁区天山路街道手把手教会老年人使用智
能手机，定期开展“帮侬一把”服务帮助老年

人开启了新生活，让他们感受到“社区温度”。
为了让社区老年人紧跟智能时代的步

伐，“帮侬一把”综合帮扶项目由街道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联合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和第三方机构

一起“搭台唱戏”，定期开展老年人智能手

机学习课程，通过耐心细致的讲解，手把手
地操作教学，还帮助他们进行心理辅导，缓

解数字焦虑。阿姨爷叔们也都互帮互助，慢
慢地破除心理障碍和科技恐惧，主动融入

智能社会。

昨天，60岁的曾振洋和 53岁的谢阿姨
不约而同地来到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咨询如何手机购买沪惠保，工作人员耐心
地讲解。家住天山二村的曾振洋告诉记者，

这里就像家一样，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来

问，在这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已经学会

了使用智能手机。现在坐公交地铁不用带零
钱，出门办事不怕忘掉身份证，住院报销在

家就能办，平时在手机上刷刷抖音、看看新
闻，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还交到了

很多朋友，不再像以前一样单调乏味，开启
了一种新生活。

53岁的谢阿姨以前用手机就是打打电

话、发发信息。后来她看到别人用手机就轻松
买好菜，自己却忙于跑菜场赶时间。“一样的

生活，别人的质量就比我高。不学不行啊，别
人都会，我不会就掉队了，活到老学到老！”从

如何连接WiFi、数据流量，到医保报销、疫苗
预约，在工作人员的鼓励和帮助下，谢阿姨进

步很快，现在买菜基本都在手机上操作。有问
题就来问街道工作人员，没空来就打街道为

老服务热线 021-62281033咨询。
据悉，021-62281033是街道专门为辖区

内老年人开通的热线服务。例如，老年人打车
打不到，可以打热线电话让工作人员帮助叫

车。辖区内 65周岁以上出行不便的老人，如
需办理就医记录册更换、总工会住院报销、社

保卡补换、敬老卡办理等高频事务，都可拨打
热线电话，工作人员会上门办理。

本报记者 屠瑜

一对中年夫妻在收拾家务时，一不小心

将装有一对价值数万元的钻戒，丢进了垃圾
桶。他们想到可能是打扫卫生过程中误将钻

戒当成了垃圾，就赶到普陀区普环公司真北
路压缩站寻求帮助“碰运气”。值班块长王辰

华立即联系安排原本休息的清运班 8名保
洁员，赶来单位帮忙。5月 23日上午，保洁

员们冒雨在堆积如山的垃圾里，苦苦寻找了

近两个小时，终于让这对夫妻重新见到了那
两个装有钻石戒指的蓝色小盒子。

一对钻戒“混”进压缩站
5月 22日晚上，一对中年夫妇气喘吁

吁地赶到普环公司真北路压缩站，见到压缩

站管理员后急忙解释称，由于自己收拾家务
不小心，将装有一对价值数万元的钻戒丢进

了垃圾桶，一开始并不能确定垃圾的去向，

后来在小区物业的帮助下，经过调取监控回

看后才发现，“混”有钻戒的垃圾已被运往压

缩站。由于钻戒价值不菲，不得不求助普环
公司帮助寻找。

“现在我们压缩站来了一对夫妻，他
们丢失了价值数万元的钻戒，请求批准暂

缓清运垃圾……”值班块长王辰华一边安
慰夫妻二人，一边将详细情况汇报至公

司，请求真北路压缩站箱体延期到次日早

上再清运。

抽调8?保洁员加班
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正常工作，王辰华

专门联系抽调了 8名本应该休息的保洁员，

第二天来单位加班“找戒指”。5月 23日上
午，天下着雨，面对已装箱的 13吨垃圾，王

辰华决定先倾倒一半生活垃圾到场地上，分
批寻找。

5月底的上海已入夏，装车打包“闷”了

一夜的垃圾落地一刹那，一股浓烈刺鼻的味
道就在整个场地散发开来，现场所有人都面

露难色。由于夫妻二人不能确定垃圾袋的颜
色，8名敬业的保洁员陈高良、朱再来、牛振

华、刘有志、张伟奇、李长金、管开宇和龚如

成，不顾气味刺鼻，戴好口罩、手套，提着铁
锹进入场地分拣。

为提高分拣效率，快速帮助失主找寻到

丢失的钻戒，王辰华将垃圾袋分门别类，把
装有树枝树叶等的袋子直接丢在一边，对装

有生活垃圾的开袋逐一检查。

近两小时后终找到
在箱体所有垃圾都被倾倒出来后，经过

近两个小时的寻找，到中午 11时左右，普环

公司的保洁员终于在堆成小山的垃圾堆里，
寻觅到了两个装有钻石戒指的蓝色小盒子。

面对失而复得的钻戒，一直在现场的女
失主情绪激动：“这对戒指对我们很重要，为

了找回戒指，你们冒着雨在恶臭的垃圾堆中

寻找，十分感谢大家的无私付出。谢谢！”密
不透风的雨衣，紧张有序的分拣，使保洁员

们满脸汗水，浑身都湿透了。 大家却没有
一声抱怨，还纷纷安慰失主“找到就好，找到

就好。”

通讯员 王笛 本报记者 江跃中

■ 天山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左）教阿姨用手机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粗心
耐心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大宁路社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的“学四史·我承诺”微讲堂、静安
寸草心社区公益发展中心的情景剧《最富有

的金婚伉俪》、同心拥军优属服务中心的“十
个一”系列教育学习活动……昨天下午，由静

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办公室主办，共和新路社区社会组织联合

会协办的“学党史·益党建·微治理”静安区首

届社会组织党建微项目大赛举行。
据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社会工作党

委书记孙明丽介绍，大赛围绕学党史主题，
展现社会组织挖掘学习资源，创新学习形

式，结合民生服务、文化教育、社区治理等设
计多样化项目，突出静安社会组织党建活

力，“希望更多的品牌社会组织、领军人物在
党组织引领下参与经济、社会治理，向更高

层面和更广范围彰显社会组织作用。”
大赛自 2020年 7月启动以来，各社会

组织积极响应，最终 8家社会组织进入决
赛。项目路演环节，8个微项目展现本机构

挖掘区域内外红色资源、创新线上线下学习
渠道，并从学党史中汲取工作动力、积极参

与社区治理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风采。

静安社会组织党建
微项目大赛举行

打扫卫生误将两枚钻戒扔了

保洁员翻了13吨垃圾堆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