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段时间，70多岁的徐阿姨经常在外旅游，发的朋

友圈也甚是喜人，不仅图片美、风景美，文字也越来越美，

充满诗意和美感。

我不禁好奇，难道徐阿姨灵感爆发，写作水平大大提

升了？还没等我悄悄问徐阿姨，她就在朋友圈下面的留

言区解答了我的疑惑。她写道：“感谢大家的点赞、好评，

自从用了AI，感觉人生又有了新的提升。”

原来，徐阿姨竟然跟随时代潮流，玩起了AI，还运用

到自己的生活中。她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无论在

哪个年龄段，学习永无止境；在成熟中成长，在成长中成

熟”。她又分享自己如何玩转AI，比如，用智谱清言AI设

计图片、撰写高质量朋友圈文案，用天工AI辅助创作，用

一键AI绘画绘图、编辑和修复图片，她还在留言区感谢

大家的点赞、好评，说自从学用了AI，每次发布的朋友圈

点赞率都大大提升了，感觉很有成就感。

徐阿姨的故事像一股春风，在她的带领下，身边的几

位阿姨也下载了热门的AI应用，开始探索AI的奥秘。渐

渐地，她们朋友圈也渐渐丰富多彩起来，我从中看到的是

开心、快乐和美丽，她们勇于尝试和学习的精神让我深受

启发。

时代在日新月异，新技术在更新迭变，当前老龄化浪

潮中一部分老年人还不会用智能手机，为帮助老年群体

“跟上时代节奏”，街道、社区纷纷开设长者智能课堂，有

的地方还设置了“小老人带老人”，让相对年轻的老年人

作为志愿者指导帮助年长老人，助力银发老人跨越“数字

鸿沟”，乐享指尖上的“智慧生活”，徐阿姨她们也带领着

身边的老年人不断乐享AI带来的老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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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顶级厨师”请到家
李 颖

新装置可以隔空照管
李文娟在巴黎奥运会

上，世界见证了中国

AI技术的强大。而

现在AI在助力养老

方面的作用也日渐显现。实

践证明，老年群体是AI的最

大受益者。有了AI技术，再

加上人文关怀，老人晚

年生活的幸福指数会

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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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筱瑾

轻松猫“王”和甩手园丁

每个家庭里负责做饭的人，最为头疼的问题

就是：“今朝吃点啥？”如今为了身体健康，基本不

吃隔夜菜，但是本人没有做菜天分，翻不出花头

经，烧菜基本都是老三样：有荤有素番茄炒鸡蛋、

拿手好戏本帮红烧肉、汤汤水水排骨冬瓜盅，夏天

再加简单上手菜：凉拌黄瓜、青菜豆腐，吃来吃去

自己都厌烦。

儿子看我局限在做菜的烦恼里跳不出来，AI

兴起以后一直在探究的他，给了我一个建议：入手

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简称炒菜机。我的第一反

应，是拒绝。因为我对人工智能一无所知，满脑子

想的都是：机器炒菜能做熟吗？会好吃吗？会不

会花冤枉钱？儿子耐心解释说：做菜时调料的多

一点少一点、火候的大一点小一点、烹饪时间的长

一点短一点，其中若失之毫厘，出菜口味就会差之

千里。人工智能炒菜机，恰恰能够精准到一分一

秒、一点一滴的把控。而且，机器炒菜还能让我们

远离厨房油烟，是对身体健康又一重的保护。这

一点切实打动了我，买啦！

事实证明是我先前想多了。由人工智能计算

机控制的炒菜机，不但下料精、准火候到位，更有

川鲁粤湘等八大菜系，1000多种菜谱输入以后，

一年365天都可以不重样地做出来，成菜的鲜艳

色彩、浓烈香味、绝妙口感，真不是毛估估的做菜

方式能够相比的。实在懒得处理食材，还可以下

单购买免切洗的直接下锅。什么黑暗料理的笑

话、过火行为的“炸厨房”隐患，统统不存在。更妙

的是做菜完毕，炒菜机还会自动洗锅。

笃悠悠等待烹炒煎炸美味的同时，油然升起

一些懊悔：早点把这位“顶级厨师”请回家，该省我

多少事啊！

远房亲戚张阿婆的女儿在国外定居，想接张

阿婆去国外生活，无奈张阿婆留恋故土，宁愿一个

人独居生活也不去国外。

独居也不是容易的事，虽然有长护险阿姨会

来家里照料，时间长了张阿婆还是有所失落。她

常常一天24小时电视机开着，为的是家里有声音

有生活的气息。以前反应灵敏的她，渐渐地表情

也有点呆滞、人也迟钝了。侄子来探望她，送她一

个“小爱同学”。“小爱同学”其实是一个智能音箱，

曾经是教师的张阿婆从此跟“小爱同学”你来我往

地聊上了。现在张阿婆整天乐呵呵的，在小区里

她还乐滋滋地给大家介绍“小爱同学”的种种故事。

现在的家庭成员少、乐趣少、老龄化程度高，

期盼“小爱同学”能营造温馨家庭氛围。“小爱同学

请放弹词开篇”“小爱同学给我讲个笑话”……我

们在跟“小爱同学”聊天时，“我会加强学习的”“我

会努力提升自己的”，真诚有趣的互动听了让人很

舒心。

一次去张阿婆家聚会，问“小爱同学”一个问

题，它居然会错意了，我逗它说：“小爱同学你怎么

这么笨？”它居然打趣回答，“我的智商随主人哦。”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逗笑了，张阿婆更是捂着肚子

笑得前仰后合，那天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了很久

很久。

在上海，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437.92万

人，其中孤老达30万。像张阿婆这样的独居老

人，有“小爱同学”陪伴，显然是一种很好的养老方

式。如果有更多升级版的“小爱同学”“小度同学”

“小美同学”，能定时叮嘱老人吃饭吃药，主动

跟老人聊天互动，读懂老人的情绪、陪伴

老人的生活，那么才是老人真正的福音。

艾姐这两天既能安心照顾生病的老公，又能

远程照管老妈了。

艾姐的老妈年逾八十，老爸前几年故世后，艾

姐要接老妈一起生活，老妈习惯自己的老屋，不愿

打扰唯一的女儿，就一直独居着。艾姐和老妈家

相差一站路的距离，艾姐退休后，几乎每天上午要

到老妈家去一次，帮老妈把菜买好，顺便陪老妈聊

会儿天。老妈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老年病，艾姐

每次陪老妈看病回家，就把各种药按天按顿贴上

标签，分类放在药盒里，就怕老妈搞错了或忘了

吃。近段时间，艾姐发现老妈的记忆力不如从前，

有时吃药不规律。艾姐常常陪老妈吃了中饭，看

她吃完药，下午再回家。回到家，开始忙碌自家的

家务活，晚饭后又和老妈通电话，嘱咐老妈吃药。

艾姐就这样自己家、老妈家日复一日地循环着，看

着老妈慈和、恬静的样子，累着也安心着。这两天

艾姐的老公心脏出问题要做手术，这可急坏了她，

老妈没人照顾了呀。幸亏儿子网上买了个智能看

护AI摄像机，安装在外婆客厅里，操作简便，图像

清晰。艾姐在医院里，打开手机实时能看到老妈

在家的动态，万一有什么不舒服，能在第一时间掌

握情况。可以对话交流，督促老妈吃药，空闲时还

能和老妈视频聊天，老妈在家也不觉得孤独了，艾

姐也能静心照顾老公。

随着全球老龄化现象的加剧，子女不可能时

刻陪伴在老人身边，智能看护AI摄像机可以远程

观察老人的起居、服药等情况，而且当老人突然

发生意外摔倒，摄像机还能发出警报声。艾姐用

了智能摄像机后，惊叹AI技术带来的便捷，准备

给自己房间也安装一个呢。

王老和严教授是楼上楼下的好邻友，一个是

家中猫“王”，一个是盆景植物控。

王老从年轻时就喜爱养猫，老伴因病离去以

后，宠物猫每天给他带来的快乐毋庸置疑。每天

早、晚的预定时刻，他家阳台上，自动猫食喂养器

准时下“料”，喂水机24小时启动。从前做铲屎官

的苦役，已被i-Robert智能猫厕取代，只需要晚上

轻开一次下面的集便抽屉，取出排泄物放入垃圾

袋就轻松完事。猫毛，也被专业扫地机器人一扫

而光，空气质量检测仪一闪一闪，随时为优质空

气保驾护航。老伙伴们都羡慕猫“王”的生活如

此轻松又干净，王老也比三年前精神多了。

今年的三伏天早晚高温持续，王老发现楼下

八旬的严教授不像往常爱在院子里戴着草帽为

他的盆景和花草浇水。从窗台看下去，绿色的严

家小院依然郁郁葱葱，但总不见人影，“这是咋回

事？”担心严教授身体状况，王老敲响了严家的防

盗门。

门里的老教授容光焕发，王老问及缘由，原

来，孝顺的教授女儿为小院安装了自动灌溉系

统。用手机设置好早晚的启动时间，便能开启

各个方位的喷淋头，为植物送去甘霖。有了女

儿的神助，严教授再也不怕烈日，笑称自己彻底

解放了，无须顶着高温为植物们劳心劳力了，更

可以放心地和老朋友们说走就走，参加夕阳红

之旅。

比之于过去，AI正走进寻常百姓家，造福人类

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老年一族，失明、失声、失

聪、失忆和残障者，都可依赖AI的福祉减轻疾

病的困扰，如今的长辈一定可以比他们的前

辈，更体面、更有尊严地享受向晚的年华。

AI碰上了“老来乐”
李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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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音箱来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