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及老年人平时的社交，一般都离不开刷刷微信朋友圈，

参加各种同学会、茶话会等等。

不过，你想象得到，有一群杭州老人们，他们用的表情包

也是各种搞笑动图，或者像年轻人一样唱K嗨起吗？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除了拥有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

人还拥有社交的精神需求。与年轻人一样，老人也有正常的

社交需求。

《杭州市 2018 年老龄事业统计公报》显示，全市 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174.44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2.53%。其中上

城区的老年化程度最高，达到 31.56%。而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研究报告显

示。在农村，54.39%的 60 岁以上老人参加社会活动，在城

市，这个比例更是高达80%以上。

杭州老人们最喜欢的网名，居然是这个杭州老人们最喜欢的网名，居然是这个

9 月 7 日 9 时，杭州市老年电视大学秋季

开学典礼暨“智慧学校”上线仪式在老年活动

中心举行。

活动在旗袍秀、小合唱《我爱你，中国》、

采茶舞等节目中拉开序幕，旗袍走秀《水墨兰

亭》、越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竹笛演奏《我和

我的祖国》等学员们的演出，展示出老年学员

优雅而有活力的生活状态。

而最吸引人的是“老年电视大学智慧学

校”正式上线。不仅可以随时点播定制课程，

还可以点播其他海量网络课程，内容涉及文

化、科技、技能等方方面面，也可以直播电视大

学名师的课程，报不上名的学员在家可以直播

收看。最重要的是有了互动区域，可自行上传

班级节目，收看校园新鲜信息等等，真正为老

年朋友建起一个线上线下的老年乐园。

为大力发展老年教育事业，丰富老年文

化生活，倡导健康积极的氛围，杭州市卫生健

康委开展老年电视大学“智慧学校”平台建

设。

通过这个平台，杭州市26万人次的学员

可以随时通过电视收看到电视大学的远程教

育课程，海量网络课程可点播学习，还有各区

县分校的活动展示等，让更多老年人拥有终

身学习的机会。

据现场工作人员演示，“老年电视大学智

慧学校”可以通过智能语音遥控器操作，只要

学员说出“老年电视大学”，就可以进入相应

栏目。

其中学校风采支持图文、视频展示，多方

位呈现学校风采，重大活动实况直播，是专为

学校打造的百万用户量级形象宣传阵地，直

达全市老年电视用户。学有所乐精选书画、

乐器、舞蹈、戏曲、养生等海量视频课程，随时

可供所有学员在线点播学习。

学校还专门开设远程录播教室，定期推

出特色远程课程，老年学员们足不出户在家

即可上课。

班级圈是以老年大学各班级为单位打造

的电视平台在线社群，学员、学校均可通过微

信小程序，上传精彩视频、照片上电视，在线

点赞、关注、投票，展示积极向上的班级风貌，

分享精彩退休生活。

个人中心记录学员信息，可以接收学校

发布的各类重要通知。

携手杭州市老年电视大学，“智慧学校”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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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华数

杭州的老年人
社交是什么画风

今年 8 月，钱江晚报“60+”专题将文字

和镜头对准了杭州60岁以上老人，其中不乏

社交活动正常的老人。

参加杭州市第三社会福利院的“老年夏

令营活动”的徐奶奶和老伴住在城西一个环

境不错的小区，房子近150平方米，平时和朋

友们聚聚，定期结伴旅游，上老年大学⋯⋯儿

媳妇也是杭州人，所以他们经常和亲家的两

位老人一周聚一次，打打麻将。

在西湖区嘉绿苑小区，不少爷爷奶奶坚

持去老年大学。平时遇上下雨天，他们就会

在电视上看看时政新闻。华数的工作人员给

小区升级了4K机顶盒以后，一些比较潮的老

人还学会在华数“智慧校园”上逛起了自己的

班级圈，在电视上，爷爷奶奶也可以看到同学

们的校园动态了。

在滨江白马湖小区，82 岁的吴爷爷每天

吃完晚饭，最开心的活动就是去附近的动漫

广场散散步，他说：“晚上（广场上）那么热闹，

唱歌的、跳舞的，还有练书法的，一边逛一边

和他们聊天，不去太可惜了。”

吴爷爷的两个儿子平时也会陪他一起

去，为了时刻关注老人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他

们在家里给吴爷爷装了华数 4K 机顶盒和华

数眼，在上班的时候也能看到老人在家里的

情况。他们出差的时候，通过下载华数电视

APP，在亲情通话上随时和吴爷爷视频拉拉

家常。

爷爷奶奶们的网名
很有个性

在微博上，#你父母的网名叫什么#话题

吸引了超过 8 千多网友的参与，大家纷纷在

话题页晒出长辈们的微信名，发现长辈们在

取名问题上大多数体现在对美丽大自然的表

达上，例如“六月雪”“一剪梅”等等，其中“春

暖花开”和“每天好心情”成为老人们最喜欢

的网名之一。

当然，老人们取网名的态度并不千篇一

律。

在杭州余杭区，网名为“优秀华人”的王

奶奶，退休前是一名老师，现在除了每天坚持

学习，给孙子做课外辅导以外，她还在朋友圈

做起了推广，现在王奶奶的粉丝群已经有近

200人的规模。

“每天推广优惠券，赚点小钱，贴补家

用。”她还说，“我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做，最喜

欢的就是和朋友们一起跳广场舞，就是闲不

住的人”。不得不服，王奶奶的网名符合气

质。

用电视打电话
他们比你“潮”

除了滨江、西湖和余杭以外，在其他各个

区县，很多60岁以上的爷爷奶奶因为手机屏

幕太小，经常会受到看不清微信小字的困扰。

今年，华数为很多老人家里升级了4k机

顶盒，并指导大家使用“亲情通话”等电视端

的功能，老人们一学就会。

相比较小屏幕，在电视上看得更宽敞更

清楚，孩子们可以在同一个屏幕上聊天，说话

也听得更响亮。

“电视上通话，对于老人家而言真的太照

顾了”。住在拱墅区金华新村的周奶奶如今

处于独居状态，“孩子们经常回来，但路太远

了，不想麻烦他们，想看孙子就在电视上看。”

周奶奶因为使用亲情通话比较习惯，还

教朋友们在电视上存下自己的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