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有碍”到“有爱”
让银发族更好享受数字红利

先来看两组数据：根据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

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8.7%，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相比上升 5.44%。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67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其中 60 岁及以上老年
网民规模达 1.53 亿。这表明，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触

网”，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但与此同时，仍有近半数老年

人从未接触过互联网。

当老龄化遇见数字化，如何

让规模巨大的老年群体共享智

能社会发展红利，是当前社会民

生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为应对这一挑战，近年来党

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举

措。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和工
信部分别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

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

方案》《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

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帮助

老人与“网”更好相融。

此后，许多地方也进行了不

少有益尝试。2021年，北京市推
动首批与老年人和障碍人群工

作、生活密切相关的 51家网站
和 26款 App开展适老化及无障
碍改造工作，着力解决老年人和

障碍人群在使用互联网等智能

技术时遇到的困难，推动充分兼

顾老年人和障碍人群需求的信

息化社会建设。同年，上海通过

实施长者服务“银色数字工程”，

打造“智慧长者食堂”、开展“100

万人次长者智能技术运用能力

提升行动”、上线长者数字生活

“随申学”微信小程序等，建立智

慧养老的“四梁八柱”。

“你看，现在这些软件都有

‘长辈模式’，不仅字体大，而且

没有广告。”指着手机上安装的

几款应用软件，李女士告诉记

者。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李女士

今年 71岁，原本对智能手机一
窍不通，现在也渐渐玩起了网

购：“有时候我也会在生鲜电商

平台团菜，价格比较实惠。”

“平时我会在小程序上搜索

课程，找一些养生小课堂，学习

养生知识，有时候还跟着课程练

字。”上海市民黄慧兰今年 67
岁，在她看来，移动互联网不仅

给她带来了便利，还大大丰富了

她的退休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房连泉表

示，近年来，老年人在使用互联

网、享受智能服务的便利性等

方面显著提升，日常生活场景

中基本保留了线下兜底服务，

应对“数字鸿沟”问题的长效机

制正在形成。

从“受限”到“畅享”
为老年人提供便利化公共服务

搭建智慧监测平台，配备

一批无感智慧终端……在浙江

丽水，老人可在关联的服务机

构、护理机构享受远程问诊、刷

脸进门、刷脸吃饭等无感智慧

养老服务。

“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在日常

走动或健身的时候，不小心跌倒

或者在卫生间滞留，系统就会及

时报警，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让我们更加有安全感。”

90多岁的江苏琴老人说。据统计，
截至目前，丽水市已关联养老服

务机构 57家，护理机构 110家，
社区（村）送餐服务点 3159个。

通过适老化技术改造，解决

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障碍，只

是第一步。

房连泉指出，从更深层次上

看，老年“数字鸿沟”源于人口年

龄结构变化与技术快速进步之

间的矛盾，老年人在其间处于相

对弱势地位，需要获得友好型的

社会环境支持。

我国高度重视老年友好型

数字社会建设。2021 年发布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

见》明确指出要构建老年友好型

社会。2020年 12月，国家卫生健
康委印发《关于开展示范性全国

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

知》，提出“到 2025年，在全国建
成 5000个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
型社区；到 2035年，全国城乡实
现老年友好型社区全覆盖”的工

作目标。

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

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近

年来，各地利用“一卡通”等数字

平台建设手段，不断创新养老服

务方式方法，有效解决了老年人

“卡多”、“密码多”的烦恼。

“走路不到 10分钟，就能到
附近的社区助餐点就餐了，只要

随身带着社保卡，刷卡吃饭，补

贴自动扣除，还能查询余额和消

费记录，非常方便。”安徽省滁州

市南谯区的 72 岁老人陈会珍
说，“现在除了领退休金，吃饭、

看病、买药、坐公交都能用社保

卡，政府推行的‘一卡通’非常方

便老百姓。”

“为普及社会保障卡‘一卡

通’在老年助餐领域的应用服

务，我市建设了居民服务‘一卡

通’和老年助餐服务信息平台，

老年人持注册的第三代社会保

障卡可以在全市任一助餐点享

受助餐服务，并且系统会依据老

人申请的补贴类别，自动划减补

贴金额。”滁州市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据悉，该平台记录老

人就餐累计已超过 46 万人次，
累计消费金额达近 337万元，累
计补贴 119万元。
“除了每月用社保卡领取退

休金外，最近我交通出行、用餐、

逛景点都用社保卡，真的太方便

了。”家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的张小芳说。退休后，张小芳发

现自己正在与社会“脱节”。去医

院看病得用手机预约，偶尔乘公

交地铁，打开手机扫码，都要求

助工作人员，出门处处受限。

自从更换了第三代社保卡，

张小芳的老年生活开始变得便

捷起来。据介绍，南京市人社局

推进社保卡与养老服务的融合

应用，推出社保卡助餐、助浴场

景的应用功能，老年人持三代社

保卡即可“刷卡”就餐和洗浴。

“乘公交、用餐、逛景区全

凭这张卡，我们 60 岁以上的老
人还能享受半价优惠，只带一

张社保卡就能办成很多事。”张

小芳说。

从“纸间”到“指尖”
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建设，

离不开数据的共治共享。近几

年，各地从老年群体的办事需求

出发，积极协调公安、民政、人

社、卫健和金融监管等部门，打

通涉及老年服务的信息壁垒，不

断优化服务模式，为老年人提供

“一站式”贴心便捷服务。

“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医院

App，带着老年证去看病，等检查
结束之后，化验结果、血压数据

都能显示在手机上。看完病之

后，系统还会生成一个电子病

历，同步到老年证上。看病非常

方便，不用来回跑。”适老化数字

服务，让就医不再难，李女士对

此深有体会。

“超过 60 岁的老人，可以
到社区办理申领老年证。”据北

京市一位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办理数字化信息老年证，可享

受多方面优惠待遇，免除纸质

化复杂操作。在医疗保健方面，

老人去医院就诊或检查，包括

缴费、取药和住院等需求，都可

优先满足；在出行方面，老年优

待证持有者，在乘坐火车、飞机

等交通运输工具时，可优先购

买车票、检票进站，甚至可优先

乘车或登机。

“现在办事越来越方便了，

手机轻轻一点，10分钟就办完了
退休手续，还能为我们提供体检

预约、健康管理、一键急救等功

能服务。”家住浙江省丽水市的

胡先生说。“丽水市现有 60岁以
上老年人口超 70万，约占常住
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丽水市

社会保障卡管理服务中心副主

任吴登峰介绍，当地通过集成人

社、医保、民政等部门政策，整合

社区、医疗、养老等服务机构资

源，降低老年人办事负担，提升

公共服务效能。

在江苏常州，人社部门主动

联合市医保中心、社保卡合作金

融机构，为失能群众开辟“绿色

通道”，通过数据共享、社保卡金

融状态比对筛选出需特殊服务

人群，合作金融机构为失能群众

提供上门激活金融功能服务，实

现待遇可进可取。截至 2023 年
6月，当地共有 14567人通过社
保卡领取长期护理保险补贴，累

计发放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1.3
亿元。

“数字政府建设是提升社

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能

力的前提。”房连泉认为，在线

上政务、便民服务、社保经办、

民生救助、福利待遇认证和医

疗服务等高频性公共服务事项

上，数字技术应用广阔，享有规

模成本优势。对此，他建议，未

来在国家层面继续推进数据资

源的整合和开放共享，实现多

部门间的信息联动，构建一体

化的国家政务信息服务平台，

让“数据多跑路，老年人少跑

腿”，从而让老年人更好分享数

字经济发展红利。

（据《光明日报》）

２０23．8.15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08 新闻 NEWS

变“数字鸿沟”为“数字红利”———

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步伐不断加快
设立智慧长者食堂，为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推进养老服务“一卡通”建设，提升老年人办事、就医、出行便利度；上

线长者数字课堂小程序，丰富老年人退休生活……为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加快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近

年来，各地各部门推出多项举措，积极优化数字社会适老化建设，帮助老年人更好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