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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7月 9日，“国民软件”支
付宝上线了一个新的功能———“长
辈模式”。

除了字体图标加大、 操作页面
简化外， 还去除了一些老年人不常
用的功能及营销推送， 降低对老年
用户的打扰，65岁以上老人使用还
有一键直达人工服务的入口。

其实在此之前， 上海一网通办
“随申办”App也已经专为老年人推
出了“老年专版”，同样放大了显示字
体，还将老年人常用的随申码、医疗
付费“一件事”、公交码以及地铁码集
中展示，方便了老年人操作使用。

上海是首批进行适老化改造的
城市。类似这样的适老化改造，肯定
还有不少。但值得思考的是，数字时
代要消弭数字鸿沟， 对老年人更加
友好，绝不能仅靠技术上的改进，还
要有人情味和同理心。

最近，读到一个故事，起初被逗
笑了，但笑着笑着，却又突然沉默了。

那是一名客服和一位老人的对话。当
客服在电话里告诉老人，“现在请您
返回到桌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

发出了窸窸窣窣移动的声音。 “我到
桌子边上了，然后呢？ ”这位 95后的
客服说，从那以后，“回到桌面”就成
了自己工作中的禁用词。

故事虽小，却深刻地折射出老人
在数字鸿沟前的辛酸与无奈。这种无

奈，不完全是数字造成的，它更像是
一种代际鸿沟。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存在：

30年前或许是不会使用遥控器开关
电视机，20年前或许是不会打开电脑
登录网页，10年前或许是不会在线购
物……这背后，更多的是社会变革后，

年轻一代与老人的交流更少了。

比如， 有人曾经劝自己的母亲
不要乱买保健品，当心被骗。 母亲是
这样回答的：“人家比你强多了，教我
用手机连热点发红包，我帮衬一下怎
么了？”这位母亲肯定不是特例。事实
上，很多老人会被电信诈骗，缺少子
女关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老人与数字之间的技术问题需
要解决，但“没人管，没耐心”的问题，

是更不可忽略的要素。 每一副面对老
人询问手机缴纳水电费时的冷淡表
情，每一次要求老人正确出示健康码
的过短话语， 都把老年人从数字生活
中推开得更远。

今年 7月初，陆家嘴梅园新村
派出所的社区民警与一群名叫 “蓝
马甲”的志愿者，共同给老年人进行
了一场“反网络电信诈骗”宣传，结
合老年人不会用手机， 不敢用手机
的特点，进行教学。

笔者事后了解到，“蓝马甲行动”

是在国家反诈中心指导下， 各省市多
部门及企业共同发起的，通过进社区、

进茶馆、 演话剧等创新方式进行公益
讲解，为老年人提供智能手机、防骗知
识、金融安全教育等适老化公益服务。

迄今为止， 这些有耐心又有技
术的年轻人， 已经走入上海 10个
区， 服务老人近 2万人次。 除了上
海，在全国范围内，“蓝马甲行动”也
已经覆盖北京、南京、珠海、成都、大
连等 23个城市，累计提供志愿服务
十万多人次。

一位“蓝马甲”这样说：“在一节
课上，我们能帮助 5位老人学会链
接 Wi-Fi，3位老人会网上缴费，2

位老人学会打车， 这些点点滴滴的
积累，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

的确，这种手把手的教授，看起
来很笨重，效率也不那么高，但这才
是最管用、最贴近老人的方式。只有
在真实世界里有依靠， 进入数字世
界才有桥梁。

消弭数字鸿沟，“笨办法”不可少
潘高峰

新民眼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7月 13

日起，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正式接受专业观众报名。来自相关

企业、社会组织、事业单位、政府的
采购商、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公职

人员等，可以专业观众的身份注册
报名，到第四届进博会观展、洽谈、

采购。境内外专业观众可以在进博

会官网（www.ciie.org）—“企业商业
展”—“专业观众”—“参观预登记”

项下注册报名。
据悉，为便利专业观众注册到

会，第四届进博会积极优化注册报
名服务。一是新设证件重复使用申

请。持有第三届进博会专业观众证
件并通过第三届个人信息审核的

人员，可在参会卡面信息（包括姓

名/所在单位 /所在交易团或交易

分团/人员标签/照片/入场日期等）
不变的情况下，在注册流程中点击

“证件复用”，申请其复用为第四届
进博会的专业观众证件。

二是新增证件费用支付方式。
在已有扫码支付及转账支付两种

支付方式的基础上，第四届进博会

证件缴费方式新增 B2B网关支付
方式(公对公网银转账），适用于已

开通 B2B 网关支付业务的单位
（国内大部分银行适用）。

第四届进博会将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举办，由企业商业展、虹
桥国际经济论坛、国家综合展、专

业配套活动等部分组成。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临近傍

晚，上海小马路商场人头攒动、热闹
非凡，这里不仅是长宁区百姓常来

常往的休闲娱乐空间，更是长宁区
的重要交通枢纽。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里也是一个地下民防工程。“小马
路商场民防工程人员密度超过预警

阀值！”正执行巡检任务的长宁区民

防地下空间管理员丁嘉晨，突然收
到一则报警信息，他立即赶到现场，

督促通道人流疏导。地下空间管理
员反应迅速，靠的是一个小小的物

联感知设备，该民防“安全卫士”集
烟气、温度、有毒气体、红外闯入监

测等功能于一身，能第一时间将预
警信息发送至巡检员手机上。

上海市民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
副主任葛伟荣昨天告诉记者，在上

海，物联技术已经在民防领域开展
广泛的试点运用，借助物联设备的

感测技术，民防工程的管理工作比
以前更智能、更高效。“我们现已整

理出 5大类民防工程安全风险点，

针对火灾、渗漏水、非法进入、有害
气体等安全隐患，分别设置了温湿

度监测、水浸监测、红外入侵监测、
综合气体监测传感器等 17种物联

感知设备。”

徐汇区民防办地空管理科副科
长李钢介绍说，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大部分居民小区和商务楼宇实行封
闭式管理，传统的上门巡检方式受到

了极大的限制。要保障特殊时期民防
工程安全，“线上”巡检成为重要的一

环，要一边与属地社区保持密切联

系，一边组织管理员每天定时开启监
控系统，掌握民防工程内实时情况。

在静安区民防应急管理指挥中
心，一块蓝色的横向大屏幕上，分布

着几个功能板块，不停地更新着数
据。此时，屏幕上弹出一个鲜红的预

警信息：沪太路 1188弄地下室水浸
报警。区民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主

任汤孙青打开该地的视频监控，通
过定位查询全区地下空间管理员即

时位置信息，就近将现场核查任务
派单给管理员季旻彦。

季旻彦接受任务后，他赶到现
场，发现居民楼下水管破裂，导致污

水倒灌入地下室，水深已达 2厘米，
要立刻进行排水作业，这已超出了

民防的职能范围，季旻彦马上将问
题反馈至工作平台，开展联合处置，

进行施工修复。

自动感应、自动报警，第一时间

发现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智能物联
设备的配置和应用，保障了实时发

现、实时派单、实时跟踪、实时督办。
民防要素箱，是长宁区民防物

联网建设的关键法宝，在外连接信
号源、向内部署传感器，使得老旧居

民小区内的民防工程可被居民在平

时“用起来”，在人员疏散掩蔽演练
中“活起来”。

“在民防工程中部署物联感知措
施，不仅是日常安全管理实现‘人防+

技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智慧民
防’建设，实现‘一网统管’的新基

建。”市民防办副主任姜执伟调研长
宁区民防工程管理建设情况时说。

自 2012年起，长宁区逐步部署
在重点地下空间和民防工程内的物

联报警设施，是上海市第一个在民
防工程内试点建设物联终端的区

域，也是目前全市物联设备建设程
度最完善的区域之一。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科技铸盾
强防”的理念应运而生，上海市民防

办早早就开始布局谋划智慧民防建
设，其中民防工程管理领域物联设

施建设正是关键内容。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

者 袁玮）上海入伏以来，连续的高
温天让人感觉酷暑难耐，老年人的

安全度夏成了各级政府部门和社区
居委会重点关心的事。记者今天从

虹口区了解到，该区各街道、居委会
纷纷开展“敲门行动”，社区干部和

志愿者重点走访排查辖区内的独居

老人、高龄老人等关爱对象，各社区
托养机构等为老服务设施场所做好

安全防范工作，为老人提供为老服
务综合中心、老年日托机构、老年助

餐场所、老年活动室等避暑场所，让
老人能够安全度夏。

虹口区是上海市中心城区中老
年人口比较高的区，全区 60岁以上

人口占比达到 33.2％，65岁以上人
口占比达到了 23.2％。如何让老人

安然度夏，该区凉城新村街道针对

辖区孤老、高龄独居老人等社区困

难老人，由居委会安排居民区结对
志愿者或老龄干部以每日电话、上

门等方式做好关心慰问工作，每天

下午 4 时前汇总情况至街道老龄
办，如遇突发问题及时协调解决。“阿

婆，这几天外面高温，你没事不要出
去噢，有什么事可以打居委会电话，

我们帮你解决。”记者今天跟着虹口
区凉城新村街道的志愿者来到文苑

三小区独居老人盛阿婆的家。老人打

开门，见是志愿者上门来，连说：“这
么热的天你们还来看我，太感动

了。”临走时，志愿者不忘关照老人
几句，要注意身体，有事找居委会。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在高温期间
除了组织老伙伴志愿者对社区中的

高龄、独居和失智老年人开展“敲门”
走访外，各市民驿站、日托、社区食堂

（助餐点）、居委老年活动室等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场所还重点做好消防安
全、食品安全及卫生防疫等工作。街

道加大送餐服务保障，为老人送餐上
门，并增加绿豆汤等清凉食品供应。

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开放空调接纳社
区老人前来避暑纳凉，部分驿站、活

动室还自备凉茶、大麦茶等清热解暑

饮料，供老人饮用。江湾镇街道市民
驿站为老人提供避暑纳凉休憩场地，

开展特扶家庭“夏送凉”活动，居委干
部逐个上门送上夏季慰问品，关心老

人的日常起居饮食，街道还对一些腿
脚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避

免酷热天气下来回奔波。同时，虹口
区的一些爱心企业也开展多种形式

的夏季送清凉活动，向辖区居委会捐
赠一批防暑降温用品，为老人清热解

暑提供保障。

物联感知设备集烟气、温度、红外闯入监测等功能于一身

“智慧民防”守护城市地下空间

虹口区各街道纷纷开展“敲门行动”

一声问候，让老人安全度夏

进博会专业观众报名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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