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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迅速
老人被动搭上网络快车

近些年， 中国网民规模呈现
急剧扩大的趋势。 据了解， 截至
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2.53亿人。而截至2015年12月，中
国网民规模达到了6.88亿， 互联
网普及率达到50.3%。

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 互联
网 承 担 的 功 能 和 作 用 也 在 不
断拓宽。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影响的
不仅仅是年轻人， 不少老人也被
动地搭上这辆快车。 “以前， 我
们只用手机打电话， 发短信， 根
本就不懂什么上网。 可现在， 连
去医院挂号也能上网解决， 不学
不行啊！” 57岁的柳慧园女士今
年已经退休两年了， 一辈子没有
怎么跟电脑打交道的她， 现在也
开始学习用手机上网了。

前不久， 柳女士的女儿刚刚
给她更换了一部智能手机， 并安
装了一系列可能用得着的手机
APP。 “女儿说， 这些手机软件
可以帮我在网上挂号， 网上买火
车票 ， 网上购物 ， 甚至网上点
餐。 这些功能都是我以前很少使
用的。” 柳女士说， “虽然我现
在人退休了， 但是担心跟社会脱
节。 而且现在不少事情， 都需要
通过网来完成。 即便是被动也要
搭上这趟车。”

可学习如何使用手机软件对
柳女士来说并不简单， “又要注
册， 又要输入账号和密码， 还有
验证码， 这些 ‘码’ 就给我弄晕
了。” 柳女士抱怨道， 之前她的
女儿曾花了多半天的功夫， 教她
用手机购买火车票， 可最终因为
程序太复杂了， 柳女士一点都没
记住。

“现在孩子们上班了 ， 我拿
着手机研究了好几天， 还是没学

会。” 柳女士无奈地表示， “人
岁数大了， 学东西本来就慢， 再
赶上时代更新这么快， 软件也在
更新， 我们老年人算是落伍了。”

无处学习
使用网络常遭挫折

因为平时不太接触或者是使
用起来过于复杂等， 不少老人非
但没有搭上互联网的快车， 反而
被这个网给困住了。 互联网带给
人们生活便捷的同时， 也让有些
老人为这个便捷的“网”感到头疼
和为难。不仅如此，因为找不到学
习互联网知识的平台， 也让老人
在自学的过程上遭遇不少挫折。

“确实很难啊。” 家住马家堡
的老人杨爱菊今年70岁， 爱学习
的她去年建立了自己的微信 。
“主要是为了和儿女们联系。” 在
女儿反复教了多遍后， 老人终于
学会了简单的操作。 但是这个老
人时常用来和儿女聊天的工具，
最近出了些小麻烦。

“突然就用不了啦 ， 说是啥
密码的什么不对 。 我也看不懂
啊。” 情急之下， 老人和老伴打
车来到女儿单位。 “我们也怕耽
误她工作， 是中午休息的时间来
找她的。” 打电话、 找密码、 输
入、 登陆……一通忙活过后， 微
信总算是用畅通啦。 但是老人却
很有挫败感， “看来是人老啦，
网络还是适合年轻人用啊。”

这样的遭遇也同样出现在老
人王有贵的身上， “真是着不起
这个急， 还不如现场办理， 对我
们老人来说网络不便捷， 反是添
堵。” 王有贵说， “现在干什么
都要网络， 打车、 买火车票、 订
餐， 是腿少动啦， 但是要费脑子
啊， 我们上年纪啦， 这个更新的
速度， 还真是跟不上啊。”

王有贵的大女儿在上海工
作， 每隔半年老两口就会坐火车

去看望女儿。 “每次我们都是到
现场去买火车票， 虽然人多点，
辛苦点。 但是最起码， 咱们搞得
明白。” 王有贵表示， 自己也听
说过手机上装个软件， 可以实现
足不出户买到车票。 但是自己还
是没有这么做。

“手机网络买票， 还是不踏
实， 一会输入这号那号的， 一会
网 上 支 付 的 。 太 复 杂 ， 万 一
是操作错误， 得不偿失啊。” 谈
到为何不让儿女帮忙的话题时，
王 有 贵 这 样 说 道 ， “ 帮 一 次
两 次 的还成 ， 但是总是出现新
问题， 总不能老去问儿女， 他们
工作都忙啊。 想找其他人问问，
社区也没有这样的培训班， 赶上
不耐心的年轻人 ， 还会说你一
通。 更窝气。”

采访中， 柳慧园的女儿张欣
然也向记者抱怨 ， “别说老人
了， 就连我们年轻人， 对于某些
软件的使用上 ， 也得研究好一
会， 有的时候也难免反复操作几
次才会。” 虽然老人有心想学习，
但身为子女， 工作太忙， 没时间
教也是个大问题。

今年67岁的王大爷也只是空
拿着一部智能手机 ， 不会用 。
“手机是我儿子给我买的， 说安
装了微信聊天软件， 联系方便，
可以随时跟身在国外的孙子进行
通话， 可我学不会怎么用， 一直
也联系不上孙子。 实在是没处学
啊。” 王大爷说。

多方参与
帮老人融入网络社会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第38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今
年6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
以10-39岁群体为主。 其中手机
网民规模6.56亿。

截至2014年底 ， 全 国 60岁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已 达 到 2.12亿 。
怎么才能让更多的老年人搭上互
联网这个快车， 让便捷的生活走
入他们的生活？ 对此， 不少人也
呼吁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解决
这个问题。

“要想让更多的老人学会使
用互联网， 绝不能仅仅依靠老人
子女及家庭 ， 还需要更多的社
区 、 社 会 组 织 、 志 愿 服 务 团
队 来 帮助向老人普及网络使用
知识 。” 市民张强说 。 据了解 ，
现在已经有部分社会力量参与到
这项志愿活动中， 这其中包括夕
阳再晨团队。

自2011年５月起 ， 夕阳再晨

团队连续在每个周末为多个社区
的老人提供免费信息科技科普服
务， 教老人学习信息科技， 共建
“智慧城市”、 “科技社区”。 此
外， 还有一些街道也在为老人学
习使用互联网做了不少工作。

前不久， 密云区果园街道启
动了 “个十百千” 行动计划， 内
容为： 每一个社区社会工作者要
教会10名老人使用手机及常用手
机软件， 帮助老人融入网络信息
社会， 促进家庭和谐。

“我们希望一个社工能教会
10位老人， 10位老人可以影响成
百上千的老人， 学习运用手机软
件， 掌握更新的生活方式。” 果
园街道总工会副主席杨桂英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 果园街道
16个社区已经全面启动该行动计
划， 每个社区都有老人在学习使
用智能手机。

“以前， 我家里只有座机电
话， 没有手机， 但我和老伴儿下
楼遛弯 ， 儿女就常常找不到我
们。” 68岁的居民张凤霞拿着一
部手机告诉记者， “儿女给买的
手机用了半年多了， 但我只会接
电话， 不会打电话。”

“孩子们一回家就抱着手机
看， 我也想知道他们在看什么，
所以换了一部智能手机， 可用手
机太难了 ， 我学起来很费劲 。”
居民张大爷手里拿着一部智能手
机告诉记者， 刚换手机的时候，
他常常按错键， 不是弄得手机打
不通 ， 就是弄得多花好多电话
费， “有一段时间， 我都不敢碰
我的新手机，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
好。”

就在张大爷不知所措的时
候， 社区开展社会工作者入户教
学， 教居民使用智能手机及软件
的活动， 张大爷第一个报了名。
“小赵是我们社区的社工， 为人
热情， 又有耐心， 教我用手机，
可花了不少的功夫。” 张大爷说，
因为自己记性差， 很多内容小赵
都要反复的教， 有的时候， 张大
爷在家不会用手机了， 就到居委
会找小赵， 不管小赵有多忙， 都
会耐下心来， 再教一遍。

现在， 社工小赵帮张大爷注
册了手机微信账号， 并且教会了
张大爷如何使用。 “我可以用微
信叫隔壁李老头一起去社区活动
中心下棋了。” 张大爷骄傲地告
诉记者。 而张凤霞也在社区工作
者的帮助下， 学会了用手机给儿
女打电话， “现在， 我只要想孙
子的时候 ， 我就可以主动打电
话， 叫他们来看我， 再不用傻等
了。” 张凤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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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始于1969年美国的阿帕网， 是网络与网络之间
所串连成的庞大网络。 现在， 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工具， 人们轻点手指， 触碰屏幕， 即可完成打
车、 购物、 挂号、 缴费等等事务。 但是， 在越来越便捷的
“网” 中央， 不少老年人却深感头痛， 有些懵圈， 甚至无所
适从。 如何让老年人也能享受到互联网的便利， 应该受到
社会更多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