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论语

    国庆期间，外滩、陆家嘴等景点

游客众多。10月 6日日落时分，夕阳
给黄浦江两岸的建筑镀上一层金

色，引起不少游客驻足拍照。在街头

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官兵，没想到
自己竟也成了游客镜头下的主角。
当天傍晚 6时 26分，正在陆家

嘴滨江大道巡逻的武警上海总队执

勤第二支队中士闫顺发和上等兵蒙

钢，被一位老人拦住了。起初，闫顺发
以为老人是要寻求帮助，不料老人拿
出一沓照片，问闫顺发昨日是否在此

地执勤，照片里有没有闫顺发认识的

战友，并说这是专门为哨兵拍摄洗好

送来的，希望送给官兵留作纪念。闫
顺发挑出部分照片收下，询问老人姓

名和住址，老人挥了挥手，说要把照
片送完，便离开了现场。临别时，老人

还对他说：“谢谢你们的守护，让我们
能更安心游玩。”闫顺发和战友庄重

地向老人回以军礼，路面监控也记录

下了这温暖一幕。

闫顺发入伍已有 6年，这是他
第 11次节日期间在陆家嘴担负执

勤任务。回到休息点，闫顺发和战友
们翻看起照片。精美的照片中，高楼

大厦和宽阔的黄浦江前，夕阳给哨
兵镀上了一层金色。其中一张照片

显示，阵阵江风中，一名穿白色裙子

的小女孩隔着栅栏向哨兵敬礼，这

让官兵们心里感到阵阵温暖。每张
照片背面，老人还手写了“有你们的

守护，我们才能安宁地生活，你们辛
苦了，人民感谢子弟兵”。

昨天，女孩敬礼照片中的哨兵
董宇航收到老人的这份关爱，感动

不已：“现在天气已经转凉，但这位

老人的举动让我感到十分温暖。我

一定会站好每一班岗，不辜负人民
群众的关怀。”

“为我们拍照又专程送来照片的
老爷爷，您在哪里？”武警执勤哨兵希

望当面向老人致谢，并邀请他和家人
来军营参观。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李宏伟 付永春 李博

“谢谢你们的守护，让我们能更安心游玩”
国庆节执勤的武警成为老爷爷镜头里的美景

近日， 一朋友到农家乐吃

饭， 偶遇一对老夫妻在扫码点

单时遇到困难， 朋友帮助他们
点了餐之后却发现， 老人对于

菜肴的需求无法实现。 到结账
时，老人因不会使用电子支付，

又与商家发生了不快。

不仅是饭店吃饭， 日常生

活中的很多场合，扫码都成为了
必备的操作：一些公园要求入园

出示健康码，一些喜欢广场舞的
阿姨爷叔，因为不会用智能手机，

连公园的门都进不去；因为不会
用手机买票、挂号，很多老人只

能一趟趟跑火车站、跑医院……

在老年人望“码”兴叹的背后，难

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在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发展

的今天，“扫码” 生活已经是大

的趋势，加上疫情防控的需要，

越来越多的地方需要扫码，这
也造成了老年群体所面临的数

字鸿沟可能会越来越多。 为帮
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上海

推出了许多有温度、 有成效的
实招，像“一网通办”的“随申

办”App已专为老年人推出“长

者专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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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申
码”还推出了离线版，专为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定制等。

要进一步消弭数字鸿沟，

首先需要数字包容，给老人在日

常生活中多些选项，特别是让他
们在接受数字化服务时，可以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是否扫
码，而不用依赖手机。近日，上海

首批 100台具备刷脸叫车功能

的“一键叫车”智慧屏已全部完
成调试并启用。 今年，上海还将

升级拓展“为老服务一键通”场
景，打造基于“一码一屏一机”的

养老服务新模式，提供“一键挂
号”“一键咨询” 等操作简易、直

达需求的服务。

让老人享受数字化的便捷

生活，更需要人文关怀。在一些
服务性的场所， 比如商场、餐

厅，人工服务不能形同虚设，并
且还要提供现金支付渠道。 对

此， 有关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可
以出台相关的服务规范， 让相

关企业为老人提供更周全、更
贴心的服务。

一座真正有 “智慧” 的城
市，一定是极具温度的。处处可

以扫码， 但不能让老人处处碰
壁。在“硬核”技术的背后，需要

有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的举
措，体现与“开放、创新、包容”

一致的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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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使用手机扫码点餐。”如今，

越来越多餐厅都推出“无接触服
务”，有些商家甚至索性取消了人工

点餐服务，服务员直接引导消费者
使用手机完成排队、点餐、结账等多

项服务。扫码的初衷是为了让服务更
便捷，但眼下它成为一种新的障碍，

尤其让不少老年人“望码兴叹”，倍感
不便和无奈。

扫码点餐 拒收人民币

“不好意思，侬帮帮阿拉点菜好

近日，记者到崇明区一处农家乐”？نجي
吃饭。刚坐下，隔壁一对老夫妻，就拿

着菜单求助。原来，该店家要求，只能
扫描二维码点餐。老人一下有点“蒙”。
于是，记者就用自己的手机，帮他们点

菜了。首先要扫描二维码，关注这家

店的微信公众号；其次要在对话框输

入桌号；最后才到点菜。
老两口要点两菜一汤。一个烂糊

鳝丝，一个银鱼炒蛋，一个香菇菜心

汤，再加一小碗白米饭。点菜时，他们
要求鳝丝软一点，同时银鱼炒蛋不加

葱。然而，这两个小要求，没法通过扫

码提出，记者还是找来服务员，当面说
明。面对这两个小要求，服务员嘴上

嘟囔着，满脸不悦。
菜上来了，老两口面面相觑，原来

银鱼炒蛋还是加了点葱。他们叹一口
气，识相地不提意见了，把葱用勺子挖

掉，开吃。吃了没多久，老夫妻见缝插
针地对服务员说：“再来一碗米饭。”

服务员急匆匆跑过，对他们喊了一句：
“扫码，扫码！”语气中，充满了不耐烦。

当记者提出再为老人扫码点单时，老
大爷摇了摇头，“我们不吃了”。

买单时，服务员说没有零钱，要求
老两口电子支付。这一次，好脾气的

老人终于发怒了：“你们什么都是扫码
扫码，考虑过老年人的需求吗？我们

连健康码都是早上出门，让孩子帮忙

扫描好，再存好的。人民币怎么能不

收？这家店我来过五六次了，你们就这
么对待老顾客的？”僵持下，最后还是

用现金结账。临走时，老两口感叹，没

有“码”寸步难行，以后不会再来了。

“诱导”扫码 怕信息泄露

不仅“银发族”看到扫码点餐头
大，还有些消费者不愿意使用扫码点

餐，是担心个人信息泄露等安全问
题。许多市民反映，不少餐厅不主动

提供人工点餐，或以使用人工点餐就
不能享受优惠为由，“诱导”顾客扫码

点餐。

市民黄先生介绍，他和朋友去黄
浦日月光一家餐厅用餐。入座后，服务

员告知他们，需要自行扫码点单。黄先
生随即向服务员索取纸质菜单，但服

务员回答餐厅不提供纸质菜单，只有
餐桌玻璃下压着一张菜单。

无奈之下，黄先生选择了扫码点
单。在点餐时，他不得不点开个人微

信，并授权手机号登录。但在点餐过程
中，小程序发生错误。此时，餐厅的工

作人员才说，可以提供人工点餐服务，
只是不用小程序点单，微信卡包内的

优惠券就无法使用。
在杨浦区一家餐厅，服务员告诉

记者，餐厅内只能通过微信扫码点单。
记者扫码后，系统显示“需要登录才能

继续使用服务”，在记者的再三追问
下，餐厅服务员才不情愿地表示，可以

提供人工点餐服务，但人工点餐存在
下单慢、上菜慢等种种弊端。说完，服

务员便匆匆离开，对记者的提问不再
作回应。采访中，不少年轻人也坦言，

扫码点单并不“方便”，有时晕头转向
一顿操作，好不容易点完餐吃好饭，回

家后手机上都是餐厅广告推送，不堪

其扰。

记者打开点评网站，吐槽扫码点

餐的“不绝于耳”。网友“凌子”说：“没
有纸质菜单，太霸王。我们青年也不喜

欢扫码点单，每次扫码都要关注一个
新号。”网友“白水鱼”留言：“我年近

60，虽然也会使用智能手机，但是，我

还是觉得最传统的方式不该丢弃，点

餐是机器，去银行、医院也都是机器，
去购物都是电子支付了，那人民币难

道都是橘子皮？大家都会老的。”许多
网友留言感慨，老人岁数大了，眼睛看

不见手机上那小小的文字，不懂如何
操作，作为商家也要换位思考，走“慢”

一点，更长久。

尊重老人 让助老“无障碍”

技术进步给广大消费者带来快捷
的服务，但不代表商家可以冷漠地

“一刀切”，过度索取消费者隐私。此
外，有些老年人玩不转智能手机，难

道他们就失去了进店就餐的“资格”？
不会扫码点单，不会滴滴打车，不会

电子支付……这些并不是老年人的

错。数字时代，尊重老年人习惯，是让
老人们都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

利。大到国家顶层设计、小到吃穿住
行，所有的设计都应该同时有“数字

化”和“非数字化”。
2020年底，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 28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养老服
务条例》。条例明确———本市为老年人

交通出行、就医、办事等提供便利；各
级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机

构和企业，在为老年人提供公共信息
服务时，应当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标

准，满足无障碍信息传播与交流的需
求，推广应用符合老年人需求特点的

智能信息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公共服
务时，应当充分尊重老年人的习惯，保

留并完善传统服务方式。
本报记者 晏秋秋 季晟祯 夏韵

扫码点餐 让老年人犯了难
技术进步本应给人提供方便,商家不可搞“一刀切”

“扫码”生活，
给“阿姨爷叔”多些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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