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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03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

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预测，

2036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增至4.23亿，老龄

化水平达到 29.1%；2053 年老年人口将增

至4.87亿的峰值，老龄化水平升至34.8%。

在一些学者看来，人口结构越来越

“老”、数字化形态越来越“新”的矛盾，已成

为全球数字化社会进程中的共性问题。老

年数字鸿沟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更是全

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坚持数字化和非数字化两条腿走

路，不宜提倡所有老年人都要融入数字社

会，给不愿或不能上网的老年人提供替代

方案，让数字化服务成为可选项，允许‘数

字断连’的老年人获得同样高质量的公共

服务。”深圳大学教授周裕琼认为。

周裕琼认为，结合国外经验来看，我国

倡导家庭“数字反哺”，是弥合老年数字鸿

沟比较现实又理想的解决方式。年轻人教

会老年人使用设备和互联网，并使他们得

心应手“不掉队”，往往通过家庭“数字反

哺”更有效。

“不是说老年人上网时间越长越好，而

要看使用网络的广度、深度和程度。很多

社区在尝试教老年人上网，我也带着学生

到社区实践，但发现社区或老年大学，很难

一两次就教会老年人，‘数字反哺’应该是

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还是落实到家庭中更

有效。”周裕琼解释说。

周裕琼建议，家庭“数字反哺”可以纳

入中小学的媒介素养教育，让学生和学校

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中发挥作用，带动全

家人融入数字化时代，逐渐形成一种新的

社会观念。

然而，随着四世同堂家庭结构的变化，

老年人居住安排日益独居化、空巢化，寄希

望于家庭的力量，难免较为分散和随机。

“鉴于有些老年人碍于长辈的威信和

面子，影响家庭‘数字反哺’，可以借鉴美国

成熟的社区志愿服务机制，鼓励大学生志

愿者走进社区，教老年人使用数字产品。”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成波建议，社

区老年人的互帮互助，不仅能有效克服他

们的恐惧心理，还能弥补社区组织力量不

足的短板，使“数字反哺”更加社区化、多样

化、个性化。 （据新华社）

帮老年人迈过数字鸿沟
家庭“数字反哺”更有效

我国将全面开展拒收现金集中整治
国务院多部委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老年人无法出示“健康码”进站遭拒、高龄老人被抬进银行

办理自助社保业务、不会使用移动支付难以缴纳医保……动动

手指完成在线服务对年轻人来说并非难事，但对于部分老年人

可能就是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

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26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中

国人民银行等多部委负责人纷纷拿出“实招硬举”，权威解读

“国家队”进场后“适老化”改造如何改。

专家观点

近年交通运输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给老百姓带

来很多的方便，提高了效率。但是，“数字鸿沟”“智能障碍”

等问题也给老年人包括出行在内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的

障碍。交通出行“适老化”改造势在必行。

购票候车等方面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运输服务司负责人蔡团结表

示，鼓励客运站及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场所为老年人

设立优先购票、专用候车区或者绿色通道，保留现金、纸质票

据、凭证和证件的使用。

网约车出行方面

蔡团结介绍，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保持巡游出租汽车扬

召服务，发挥95128等电召服务的作用，保障老年人不会上

网或者没有手机也能打车。同时，指导鼓励网约车平台，优

化约车软件，增强方便老年人使用的一键叫车功能，降低操

作难度，并在医院等老年人出行集中的场所推动设置出租汽

车停靠点、临时候车点以及临时叫车点。在一些地方设置人

工按键，一键可以直接叫车，为老年人提供方便。

一码通行互通互认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表示，卫健委已

多次发文强调，不能把健康码作为出行的唯一凭证，要采取

线上线下多种方式相结合手段，方便群众出行。

“通过技术手段，协调相关部门，让电脑多费点事，让老

年人多省点事，这是可以做到的。”王海东表示，将推动一码

通行互通互认。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场所，为老年人

开设无健康码通道。将通过技术手段把健康码和各种公交

卡、市民卡、老年卡等整合起来，作为出行凭证。

交通出行
健康码将和公交卡老年卡整合

近期，94岁老人被抬进银行做人脸识别的事件成为

社会热点。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在吹风会上表

示，人民银行高度重视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问

题。准备从三个方面——现金管理、支付服务、普惠金融

方面采取措施，切实提升老年人日常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

满意度。

现金管理方面

在现金管理方面，将全面开展拒收现金集中整治和长

效机制建设工作。会同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银行业金融

机构、基层社区，共同引导规范水电煤气、公用事业缴费领

域，零售、餐饮、商场、公园等高频服务场所的现金使用行

为。同时，通过暗访、巡察等方式开展摸底调查，建立违法

主体名录库，进行重点跟踪，对涉及公共服务、民生及公众

关注度比较高、影响范围比较大的一些拒收现金主体，将

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惩治。此外，广泛宣传在不同场景下的

现金收付要求，曝光一些典型案例。

支付服务方面

在支付服务方面，针对部分老年人不会使用移动支

付、日常消费不便的问题，央行将指导市场机构从界面、操

作等方面入手，提升支付产品的便利性、便捷化程度，加强

对老年人移动支付的知识宣传、教育、普及推广。

普惠金融方面

在普惠金融方面，聚焦老年人日常高频金融场景，打

造贴合老年人需要的“适老”金融服务。在线上，因人而异

打造一些大字版、语音版、民族语言版和简洁版等智能金

融App；在线下，不断优化银行实体网点、农村普惠金融服

务站。

缴费消费
全面开展拒收现金集中整治

王海东表示，医疗机构要保留传统服务方式和人工服

务窗口，绝不能让一位老年人因为智能技术的运用而挂不

上号、看不成病。

看病就医具体措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要求医疗卫生机构要保留传统的服务

方式；保留并畅通家人、亲友或者家庭签约医生为老年患者代

为挂号渠道；现场挂号、缴费、打印检验检查结果等服务，要保

留人工服务窗口，同时还要配有导医、志愿者、社工等现场为老

年人服务；进一步简化网上预约挂号、网上问诊等智能技术，适

合老年人需要。此外，还要强化互联网网上服务和医院智能终

端的连接，更加适合老年人的服务，还要提供语音咨询、引导服

务等，尽最大力量方便老年人看病就医。

看病就医
医疗机构要保留人工窗口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负责人隋静透露，

工信部正研究互联网适老化改造，已经在筛选一批跟老

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互联网网站、手机App，动员其进行

适老化改造。

App适老化改造

隋静介绍，工信部已经在筛选一批跟老年人生活密

切相关的新闻媒体、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生活娱乐、网络

购物、政务服务平台等多类别、近百个互联网网站、手机

App，动员对这些网站和App进行适老化和信息无障碍

的改造。针对老年人的特定需求，在字体大小、字体色

彩、语音阅读、临时弹窗、文字输入提示等方面尽可能考

虑到老年人在视力和听力等方面的障碍、困难，帮助他们

更方便地接收信息，切实改善老年人的使用体验。

（综合新华社、北京青年报）

信息无障碍
近百个App将进行适老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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