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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省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据统

计，2017年底，安徽省60周岁及以上常住人口

突破 1100 万人。这一数字意味着老年人口绝

不是社会的小部分人群，在信息化、智能化迅

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平衡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

成了值得社会思考的话题。

“信息化普及程度高、速度快，这是一个不

可逆转的现象，其实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去适应、

去学习、去享受变化带来的好处。”安徽省老龄

办专家张文达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其

实很多老年人是有学习能力的，“有的老年人退

休后去学唱歌跳舞，也有学电脑的，只是有时候

新事物变化太快，他们害怕自己学不会。”

张文达认为，新时代下，要满足人民群众的

美好需求，更要重点关注老年群体。“一些软

件、技术的开发者可以多考虑这部分人群，设

计要简单、符合老年人的操作习惯。”张文达

说，技术的应用也要因人而异，尊重不同群体

的需求，更要专门研究老年人的需求。

张文达认为，老年人需要被鼓励和激发，

“除了家中子女，全社会都要对老年人保有耐

心，无论是服务窗口还是商家，需要耐心指导、

引导老年人。对于新事物，老年人肯定不是一

次两次就能理解的。”他建议，基层社区以及其

他老年人集中的场所，可以定期开展志愿培训

和服务，指导老年人学习使用现代化产品。

此外，对于有些图方便、不愿意接收现金的

商家，张文达认为：“消费方式总体上要尊重老

年人的选择，只使用二维码收款，没有充分考

虑到更多的群体，显然是不合理的。”

专家：鼓励老年人学习
全社会需多点耐心

春运将至，抢票回家，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

讲，已经不再是什么难题了。但对于不少家在

异地的老年人来讲，却只能寄希望于别人了。

63 岁的张大爷在合肥当保安，他告诉记

者，搁以前，回老家要想抢票，火车站是基本不

用去了，人特别多，大半天下来，还不一定能有

票。每次回家，自己都是提前一个月去火车票

代售点，花上 20 元的手续费，让工作人员帮忙

抢票。“现在每年回家，儿子女儿怕我买不到

票，都用手机帮我订票了。”张大爷说。

“以前买票，是人跟人抢，现在是人跟电脑

抢票。”对于网上订票，张大爷觉得，“人和人抢

票，你只要去得够早，总有机会买到票。现在，

人家把手机放那，就能 24 小时自动抢票，我们

这种小老头，怎么抢得过人家？”

从网上订票到手机约车，移动互联网在提

升效率的同时，也给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的老年人的出行带来了困扰。

“现在到处都是用手机打车，我们又不会

用，只能站在路边招手打车，往往半天没有一

辆出租车停，好不容易一辆私家车停在你面前

吧，又担心被人多要钱，只能接着等。”张大爷

告诉记者，智能手机上面字多，功能也多，自己

用不好，叫不了车，平常基本不愿独自出门，即

使出门也只能乘坐熟悉的公交车。

“我们只拉平台下单的乘客。”一位滴滴平

台司机介绍，通过平台接单，除了有顾客的车

费外，平台也会有点补贴。另外，就算有时候

车里没人，看见路边有人招手也不敢接，“平

台有严格的规定：不能拉‘私活’。车里都有

定位和录音，一经发现，严重的话会直接终止

合作。”

打车、买票“抢”不过年轻人
老人不敢轻易出门

移动支付的年代
老年人的现金无处可花了吗？

专家：鼓励老年人学习，全社会需多点耐心

上周，本报推出报道《智慧医疗的时代，老年人看病更难

了吗？》，将目光聚集到智慧时代下，被“遗忘”的老年群体。

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事实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迅速发展，老年人的困扰不仅仅是在医疗领域，消费、出行、

家居等方方面面的变化都对其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面对满世界的二维码，老年人出门买东西、打车、生活缴

费等消费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了方便大多数人，商

家、司机甚至流动摊贩都推荐扫码付款，兜里还习惯揣着现

金的老年人该如何适应？

□ 记者 汪婷婷 叶佳超 吴善良

老人购物揣大把零钱
排队付钱被“嫌”慢

对于退休在家的老年人来说，菜市场和超市往往是一天

生活的开始。从前，出门买菜，要备上充足的零钱，1 角、5

角、1 元……方便购物，也方便商家找零。如今的超市、菜

场，人们早已“轻装上阵”，无论是收银台还是大小商贩，二

维码立在那里，扫一扫就可以完成付款，节约了排队等候的

时间，更省去了找零钱的麻烦。

“我现在连排队去收银台扫码都嫌慢了，我通常会使用

自助购物机。你看，把商品条码对准机器，价格一目了然，然

后直接手机扫码支付。”在合肥瑶海区新安江路与郎溪路交口

的一家大型超市里，记者看到正在自助付款机上操作的一对

年轻夫妻。丈夫胡先生告诉记者，排队收银的队伍中，他们最

怕前面有老年人，“因为老人不会搞手机支付，弄个零钱找来

找去，排队的进程会很慢，还不如在自助机上操作。”

在合肥蜀山区潜山路的一家菜市场里，记者遇到了手里

攥满零钱的魏大爷，“每天第一件事就是逛菜市场，这些零钱我

特地攒着，下次买菜可以方便点。”当被询问会不会用智能手机

买菜付款时，魏大爷笑着掏出自己的手机说：“我知道现在用

手机支付很方便，但你看看我这老人机有那功能吗？”

该菜场的商贩刘阿姨告诉记者：“我们卖菜已经十几年

了，以前每天都要准备很多‘小钱’以备找零，晚上算账时还

要一个个数。现在年轻人买菜都用手机支付了，零钱少多

了，每天看看支付宝到账就知道赚多少钱了。”不过，刘阿姨

也坦言，现在每天钱盒里收的现金基本都是老年人买菜时给

的，“他们没有智能手机，也不会用什么微信支付宝，所以还

是会给现金，有时候一毛、两毛找不开也就算了。”

日常生活缴费愁坏老年人
子女代劳成常态

自从有了移动支付，跑去营业厅充手机话费、缴水电燃

气费、交有线电视费的生活似乎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这

些也给适应能力较差的老年人带来了不少麻烦。

家住合肥市政务区的戴女士平常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

一起，她最担心的就是老人的手机欠费停机，打不通。“他们

手机欠费了不会自己充，只能跑到附近的移动营业厅去缴，

两个人都 80 岁了，有时候突然联系不上还是很着急的。”为

了实时联系上父母，年近60岁的戴女士最近才学会了安装、

使用微信，就是为了能在手机上为年迈的父母及时充话费。

家住合肥市包河苑的袁奶奶今年已经 74 岁了，平常一

个人住，儿子、孙子都在外地上班。“家里以前的水电费都是

在外面的营业厅缴费，这两年外面代缴费的营业厅越来越

少，缴费还要跑好多路。”袁奶奶告诉记者，自己的小区也有

自助缴费的机器，可是自己不会用，更不会在网上缴费，“每

次都是儿子、孙子来看望我的时候，帮我交的，他们轻轻按

两下手机，一下就搞好了。”袁奶奶说。

“生活中很多我们觉得动动手指就能解决的事情，很多老

年人并不会真正感受到便捷。甚至很多老年人惧怕、排斥变

化，也觉得自己学不会新事物，他们只能指望家人的帮助，被

动地接受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袁奶奶的孙子小叶感慨道。

□ 聚焦智慧时代老年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