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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轻人玩手机网络越来越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老年人不会上网也

不会用智能手机，他们在打车、看病、去银行、出门等日常生活中，遇上了一道道

“数字鸿沟”。

实话实说，目前，老年人的数字化生活还是有些难处的。为此，国务院办公

厅日前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这意味着国

家层面看到这一问题，开始出手。

如何解决“长者数字鸿沟”，专家观点：

智能化不应该是去老人化
互联网应用也需要做“无障碍改造”

本报记者 蓝震 吴崇远

为进一步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

遇到的困难，让老年人更好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日

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落实

主体责任，加强工作统筹，建立工作台账，明确时间

表和路线图，聚焦涉及老年人的高频事项和服务场

景，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切实

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突出困难，

确保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落实到位，为老年人提供更

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化服务。其中重点任务

包括——

（一）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状态下对老年人的

服务保障：完善“健康码”管理，便利老年人通行；保

障居家老年人基本服务需要；在突发事件处置中做

好帮助老年人应对工作。

（二）便利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优化老年人打

车出行服务；便利老年人乘坐公共交通；提高客运场

站人工服务质量。

（三）便利老年人日常就医：提供多渠道挂号等

就诊服务；优化老年人网上办理就医服务，完善老年

人日常健康管理服务。

（四）便利老年人日常消费：保留传统金融服务

方式，提升网络消费便利化水平。

（五）便利老年人文体活动：提高文体场所服务适

老化程度，丰富老年人参加文体活动的智能化渠道。

（六）便利老年人办事服务：优化“互联网+政务

服务”应用，设置必要的线下办事渠道。

（七）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应用：

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供给，推进互联网应用适

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电信服务，加强应

用培训，开展老年人智能技术教育。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日常生活场景必须保留
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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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方案和现状，钱报记者采访了不同领域的专家，请他们发表自己

的见解——

●我们追求的智能化，不应该是去老人化

在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老人因为

不太会使用网络，或者不太习惯使用网络技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困扰困

惑，同时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各方

呼吁也很长时间了，也就是数字鸿沟或者网络鸿沟，也叫技术鸿沟。

有很多老年人因为不会使用网络技术，导致技术越进步，他越感到无

助，越感到被生活抛弃了，被社会抛弃了。所以，针对这样的问题，国务院

办公厅出台这样一个文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我们浙江老年人群体非常庞大，如何解决老年人因为技术而带来的

这种无奈无助，确实是我们全社会需要高度关注。

这个文件顺应了民心，顺应了社会需求，让老年人生活更有尊严，更

加便捷，更加舒适。

政府、社会、社区、家庭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我们的“长者数字鸿沟”

问题。

●互联网应用，要做适老化无障碍改造

“国家出台这个政策很及时，他们不该被遗忘。”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副

院长卜佳俊教授说。

“方案中提到的像不得拒收现金、不得将‘健康码’作为通行唯一凭证

等，看起来是一些老办法、土办法，但恰恰彰显了人性化，为他们保留一些

老办法，其实也是一种智能。”

卜佳俊教授长期从事信息无障碍领域的研究，“13年的工作经历，让

我对这些群体有特殊的感情。某种程度来说，数字鸿沟，就是一种信息障

碍。无论是健全人还是残障人士、老年人，任何情况下都应平等、方便、安

全地获取、交互、使用信息，而信息无障碍，能够帮助特殊群体跨越信息鸿

沟，享受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便利。”

在数字化生活中，一些人因为跟不上社会节奏，被挡在了门外，这不

免令人担忧。

好在，在这份方案中，让大家担心的一些日常生活场景，都打了补

丁。像“健康码”，方案明确各地不得将“健康码”作为人员通行的唯一凭

证，对老年人等群体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件登记、持纸质证明通行、出示

“通信行程卡”作为辅助行程证明等替代措施。

为此，卜佳俊建议：首先，还是要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利用更智能

的科技、更人性化的手段解决目前老年人面临的问题，比如能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的技术将有形的“健康码”换成无形的“健康码”，在保证信息

安全的前提下就能通过刷卡等方式作为替代，再比如互联网应用，如能做

适老化无障碍改造，老年人也能够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进行操作。其次，也

要鼓励老年人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学习新的智能技

术，了解基本概念，熟悉基本操作。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基于我国国情与互联网发展现状，制定

易实施、便管理的信息无障碍的国家标准规范体系，鼓励和引导企业按照

国家标准规范体系进行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研发运营，并基于国家标准和

规范的要求指导第三方机构进行符合性测试，发布评测认证结果，激励相

关标准规范的实际落地应用。

解决目前老年人面临的问题
需要更智能、更人性化的手段

扫一扫，

看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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