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
鸿沟”，今年 1 月起，国家工信
部开展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
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
动。首批适老化改造名单包含
新闻、购物、社交、出行等 6 大
类、共 43个 App。

首页需具备“长辈版”显著
入口、字体可调整放大、不得设
置广告插件……一年期限将至，
记者实测发现，不少App适老
版仍存在入口难找、字体小、插
入广告等诸多不合规设计，改造
让不少老人感觉“浮于表面”“流
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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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版”难以直达
根据《移动互联网应用（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以下简称
《通用设计规范》），内嵌适老版界

面的移动应用首页需具备显著入
口，支持切换至适老版，或在首次

进入时给予显著切换提示，且在
“设置”中提供“长辈版”入口。然

而，改造名单上的大部分 App首

页上未有适老版本切换入口，需要
用户自行去“设置”中更改。相反，

切换成“长辈模式”后，首页上却有
显著的“回到标准模式”提醒。

记者打开支付宝 App,首页没
有“长辈版”切入口，需要点击“设

置”开启“长辈模式”，开启后字体
变大、功能简化。值得注意的是，首
页底部设有醒目的“关闭长辈模

式”按键。淘宝 App也有相同问

题。“长辈模式”隐藏在“设置”中，

开启后，首页左上角给予显著的

“标准版本”切回按键。
而有的 App适老版在“设置”

中还找不到。记者查看喜马拉雅听
书 App，点进“设置”中，找了一圈，

始终未发现“长辈模式”入口。到底
在哪里呢？原来，喜马拉雅 App把

切换模式放在了首页右上角的“+”

号内，切换后的名称为“大字模
式”。

根据《通用设计规范》，适老版
App还应满足：具备搜索功能的移

动应用应将“长辈版”作为标准功
能名，用户可通过搜索功能直达。

但在饿了么、叮当快药等几款
App，当用户搜索“长辈版”时，页

面只会出现带关键词的产品，不会
马上切换模式或者弹跳出“长辈模

式”入口，无法实现适老版“直达”。
“字体变大”是适老版最突出

的一个特征，但在支付宝、饿了么

等 App适老版的二级页面字体竟

然与标准模式相同，没有做到全部
适配。在一些 App上，打开大字简

明模式，首页字体变大，点进“商
城”，却没有对应的变化。商城中，

商铺产品字体与标准模式无异，字
体“原封不动”，老年人查看起来必

然费神费力，还可能引发误操作。

广告插件不取消
根据《通用设计规范》，明确规

定适老版界面、单独的适老版 App

中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也不

能随机出现广告或临时性的广告
弹窗。禁止诱导类按键。移动应用
程序中无诱导下载、诱导付款等诱

导式按键。

然而记者发现，爱奇艺、优酷
这两个视频类 App却依旧出现各

类广告。记者将爱奇艺 App调整
为“长辈模式”，随后退出应用，重

新打开。重启后，爱奇艺 App先是

出现开屏广告，广告结束进入首
页，主页上的信息流内还是充斥着

各类广告，诱导用户点击。
而在优酷 App的“长辈模式”

中，首页信息流设置相对规范些，
没有出现广告内容。但点击观看全

体用户免费的电视剧或电影，不仅

开播前有 60秒广告，而且页面上
还会出现“1 毛钱跳此广告”的诱

导式按键。

应用商店专区少
除了内嵌适老版，一些手机

App还推出了单独的适老版。老年

市民谢阿姨反映，App适老版存在
下载困难的情况，在各大应用商店

里，搜索“适老版”“适老化”等关键
词，显示不出相应的 App。记者调

查发现，问题主要出在，各家企业

所推的适老版名称有所不同，使得

用户不能精准下载。像搜狗搜索叫

“亲情版”，百度、腾讯新闻和腾讯
地图又取名为“关怀版”。还有，部

分应用商店适老版本没有上架，导
致用户下载不了。比如，腾讯新闻

关怀版 App在华为应用市场内没
有上架，只能从应用宝 App下载。

《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和无障碍

改造专项行动方案》中提出，“引导
各大应用商店（市场）设立无障碍

应用下载专区”。但让人遗憾的是，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几个应用商店

均没有设置适老化及无障碍 App

专区，在老年人群体中，“App有适

老版”的知晓度有限，因此普及率
并不高。市民呼吁，相关企业要切

实解决老年人面对智能科技的不
便，简化操作，及时改进适老版本

中不符合设计规范的地方，让老年
人更方便、更安全地获取、交互、使

用信息。 本报记者 夏韵

入口难找专区少
内容字小广告多

   记者实测多款
App适老版，发现
不少设计不合规

    本报讯 （记者 王军 实习生 刘嘉怡）

长宁区华阳路街道佳达新苑小区位于延安
西路高架辅路北侧，居民反映小区唯一进出

通道没有道闸、没有减速带，人车混行，险象
环生；外来车辆频繁进出，小区停车管理十

分混乱。
佳达新苑小区 2002年交付使用，三幢

高层共 198户，出入口直接连接延安西路高

架辅路。唯一进出口通道狭窄，由于进出车
速快，居民刘女士在小区门口曾被车辆碰

擦，多方反映，安全隐患迟迟没有被解决。记
者在现场看到，小区进出口没有收费道闸，

地面也没有减速带，从延安西路高架辅路拐
弯驶进小区车辆车速明显较快。步行的居民

进进出出，人躲车、车避人，还有电瓶车穿
梭，让人提心吊胆。

记者发现地面有减速带被拆卸的痕迹。
居民说旧的减速带已被碾压得破烂不堪，但

新的又没安装。“进出小区，老人、孩子都得小
心翼翼，就怕迎面的车辆减速不及时，经常是

身体贴着停放的车辆避让，几乎躲无可躲。”
刘女士多次反映，但居委会说要物业管，物业

又说等业委会成立后再管。
佳达新苑小区面积不大，但路面停满了

车，儿童乐园和健身设施因被车辆密密包

围，只能成了摆设。记者向物业公司了解，物
业显得颇为无奈，高层小区的物业费仍是

0.7元/平方米，比多层小区 0.8元/平方米的
标准还低，物业公司十个人投入维持小区日

常管理，已入不敷出。白天不得不接纳周围
写字楼的外来车辆停放，缓解困难。小区车

辆就有 100多台，目前充分挖掘停车位潜

力，只能牺牲小区公共空间停放车辆。小区
交付近 20年，只成立过一届业委会，任期还

没有结束就已解散，一直被居委会托管。
记者又向徐家宅居民委员会了解，社工

却介绍小区已有业委会。记者通过居委会，
联系上业委会张主任。他说，业委会只是刚

备案开展工作，之前确实已经有居民反映小
区进出口的安全隐患。现在业委会还需要调

整一位委员，还没有正式注册拥有账户，但
已请物业公司垫资先行购买安装一条减速

带，缓解车辆频繁快速进出带来的安全隐
患，物业也已同意。至于今后是否减少车位

恢复小区公共空间，或继续接受外来车辆停
放，还需要进一步协商和测算。对此，居民们

表示，加强小区车辆管理是当务之急，毕竟
有序安全的居住环境才是首要的。

公园池塘无栏杆
市民游园心慌慌

■ 由于停车
管理混乱，小
区进出口通道
经常人车混行
刘嘉怡 摄

    本报讯（记者 徐驰 通讯员 周斌）

不少市民向本报“帮侬忙”反映，虹口区
四川北路 1468号四川北路公园内大池

塘没设置安全护栏，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内有一座圆

形池塘，水深约半米，水池旁竖着一块指

示牌，提醒游客禁止戏水。但在采访中，记者

发现这样的提示，无法起到根本性的保护作
用。王阿婆说，公园是 24小时对外开放的。上

次，她晚上在这里散步的时候，由于刚下

过雨，路面湿滑，老眼昏花，差一点就掉

落在水池中。“幸亏老伴拉住了我，才没

发生意外。”
不少市民认为，来这里游玩的

老人、孩子居多，万一不慎跌落，

安全隐患不小。他们呼吁，

公园管理方应当考虑实

际情况，适当设置安

全护栏，确保游

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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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奇艺 App长辈版网页有广告

■ 淘宝 App长辈模式需要用户

自己在“设置”中寻找，首页没有
显著切入口

■ 在饿了么 App搜索栏中输入

“长辈版”， 只会显示店铺等信
息，不能直达“长辈模式”

■ 支付宝 App标准版首页无切

换入口，但开启“长辈模式”后，首

页底部有明显“关闭长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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