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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加
叫得应的服务，

最贴老人心。
叫得应的服务，

最贴老人心。

你是否对以下情景感到熟悉：父母来问手

机上的功能，教了一次两次，等到第三次，你会

有些不耐烦，接过手机说“算了算了，还是我来

帮你弄吧。”

2021 年 3 月，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

中共浙江省委老干部局、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浙江省文明办和中国移动浙江

公司等单位，启动“银龄跨越数字鸿沟”科普专项

行动，提出三年内对全省老年人进行200万人次

以上的智能手机应用科普培训的目标。

浙江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陆锦表示，

专项行动最大亮点在于社会化协同，党委、政

府、企业各司其责，共担社会责任，深度打造

“最强合力、最细网络、最美志愿、最佳场景”服

务银龄，是响应国务院、全国两会等关于解决

老年人数字困境的部署策略，迎合百姓智慧化

生活需求的大胆尝试。这一行动得到中国科

协高度认可，去年11月已作为范本全国推行。

据悉，截至去年底，专项服务行动围绕交

通出行、就医、消费、金融、办事服务、文体活动

等应用重点实施培训，利用 5305 个网点、

15276 名志愿者，完成近 300 万人次培训，提

前完成任务目标。

“许多老人在培训现场都纷纷感叹：学好

智能手机比子女还管用！”省科协科普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老人只需登录浙里办上的“银龄”

应用，一键即可查询、预约周边培训地点及课

程，科普阵地串点成线构建的一公里服务圈，

让培训实现真正的线下走，一对一。

值得一提的是，培训不但重在提升老人的

数字技能，还通过举办培训结业会、穿学士服

等获得培训的仪式感，提升他们相互分享、传

授的浓厚兴趣，增加老人融入社会的获得感。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老年人也能无障碍地

享受“数字红利”。

银龄跨越数字鸿沟
专项行动已惠及300万人次

本报隔洋留守老人相关报道引发诸多共鸣

子女不在身边，贴心如何不减
本报记者 曹露婷 通讯员 卞佳珺 孙敏慧 袁海仪 俞俊妍

不会使用移动支付，不会线上预约挂号，不会打网约车⋯⋯当下，很多老人在这些

真实场景中的存在感越来越低，显得与智慧型社会格格不入，其中留守、独居老人更

甚。

上周，潮新闻·钱江晚报健康圆桌会探讨了“洋留守”老人的故事，新冠疫情高发

期间，他们同时承受着身体上的病痛和心理上的煎熬。报道发出后，引起诸多老人

广泛共鸣。没有子女陪伴的日子里，老人们该如何走出生活困境？其实在许多方面，

大家能做的还有很多。

钱报记者为此走近浙江大学眼科医院、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多角度聚焦社会层面积极帮扶老人的最新举措。

当你在烦恼近视、干眼时，是否了

解家中的老人可能也深受白内障、

眼底病的困扰。当“独居”、“失

明”一起发生，许多人不敢往下

想，而“看得见、看得清、看得

好”的眼健康需求，几乎是每

位老人的心愿。

上周二，钱报记者来到浙

江大学眼科医院，大厅满满都是

等候就诊和预检的病人。

在浙大眼科医院副院长、浙大二院

眼科中心副主任徐雯的诊室里，记者注

意到一对前来复查的老夫妻。前段时

间老爷子右眼做了白内障手术，恢复理

想，这次是来预约左眼手术的。谈及子

女，老奶奶直言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很忙。

“对无人陪伴来看病的老人，我们会多问

情况，交代复诊和用药时也更留心。”徐雯主任医师的手术

日安排很紧凑，常要忙上一整天，对门诊工作，她同样认真

细心。遇到听力不太好的老人，徐雯主任医师总是习惯性

地提高音量，耐心解释。

白内障专科老年人居多，服务老人靠技术，也靠温情。

27 年以来，浙二汽车眼科医院义诊十万余人，实施复明手

术一万余例。今年，这支由徐雯主任医师带队的浙大二院

复明医疗队将奔赴更远边疆，为更多老人送去光明。

浙大眼科医院院长、浙大二院眼科中心主任姚克教授

提到，新医院搬迁一年多以来，门诊和手术量有了大幅上

升，除了提供精湛的技术外，团队在门诊、病房等服务上也

动足了脑筋。

记者观察到，医院每个楼层都配备了巡诊护士，负责引

导病人、解答疑问。据悉，当值的巡诊护士早上7点半开始

工作，最多一天要走14000步。

80 岁的马奶奶高兴地告诉记者，“刚来的时候人都是

懵的，搞不清楚到哪找医生，幸亏保安帮了忙。”大门保安搀

扶她到二楼后，“无缝”对接给导医，随后导医帮助取号后直

接引导马奶奶来到诊室门口候诊。

“接力式的引导确保老人即使孤身前来也能顺利就诊，

能在他们手足无措时享受到就医温暖。”浙大眼科医院副

院长王凯军教授表示，门诊大厅已简化预检流程，大厅扶梯

旁配备专人搀扶，最大程度给予老人便利。对于年纪特别

大的老人，巡诊护士还会专门引导乘坐厢式电梯，确保他们

安全上下楼。

今年，医院将继续扩大日间病房的准入，全力提速，将

入院评估、手术到留观全程缩短至 4~5 小时。病房护士长

董佩芳介绍，病房已经开出便捷通道代办老人遗漏的手续，

让他们少跑腿。“叫得应的服务，最贴老人心。”

诊间温情，接力引导
“叫得应”的服务最贴老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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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不在身边的日子，谁离你最近？杭州

市西湖区北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早在十

年前就给出了答案：2013 年起，这项代号为

“暖巢”的公益行动由北山卫生服务中心自

主发起，为有身心问题的老人提供上门服

务，默默为独居老人驱散抑郁和孤独，关怀

他们的晚年生活。

朱义雯是北山卫生服务中心公管科科

长，同时也是西湖区的政协委员、二级心理咨

询师。虽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繁多，但暖

巢行动在她的坚持下一直没有中断。

宝石新村的张阿姨很“赶时髦”，虽然不会

用智能机，但却热衷拍照。“我们有个约定，每年

11月9日我都会为阿姨拍一张生日照，印好后再

给她送去。”每到这一天，张阿姨总会换上干净漂

亮的衣服等待朱义雯，这份仪式感已经持续了六

七年，也成为老人独居生活里的一点光。

上保社区85岁的张奶奶阳康后成日紧张

焦虑，原本控制好好的血糖和血压都有了大幅

波动，加上行动不便，更加郁郁寡欢。朱义雯

得知后一周几次往老人家里赶，“看看她，陪陪

她，好多不良情绪自然就消失了。”

十年来，暖巢行动早已从“单位的一件事

情”变成了大家的日常习惯，从定时定点的上

门变成了抽空就去看看。

今年，暖巢行动进一步升级，“健康馨”医

康养服务项目将为上门服务提供更专业、精准

的方向。“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心理和生理

的健康需求都会不断增加，医生能更专业、

敏锐地进行评估。”中心副书记王彬介绍，该

项目计划拉起一支包含全科医生、全科护

士、检验医生、中医医生、康复师、理疗技师、

心理咨询师等在内的专业队伍，高频、高效

地上门完成术后康复指导、心理关怀、护理、

基础体检，满足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多样化

健康需求。据悉，“健康馨”医康养一体化服

务中心、慢病一体化门诊都正在建设中，将全

面护航辖区中老年人健康。

暖巢行动十年
这群医护和老人处成“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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