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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由香港中联办、 香港特区政
府 、 中国科协 、 紫荆文化集团主办的
“时代精神耀香江” 之百年中国科学家
主题展于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展览吸引
大量香港市民参与并近距离观看月壤。
另外 ， 还展示嫦娥五号着陆器 、 返回
器、 上升器、 轨道器等的模型及月壤存
储器、 表取采样执行装置等周边陈列的
多件展品， 让市民了解航天科技成就，
感悟科学家精神。

近日 ， 在旖旎风光的永定河畔 ，
“庆建党百年 品陶瓷文化 赏工美艺术”
系列文化活动在狼垡二村董陶文创园区
开启。 本次活动以 “党建引领文化， 文
化凝聚人心” 为主题， 以红色文化、 优
秀中华传统文化 、 现代艺术为主要内
容 ， 活动中包括百名老将军书画作品
展、 万 “福” 集、 非遗传承人红色文化
剪纸艺术作品展等。

■看天下

成都一党员历时2个月
手书《共产党宣言》百米隶书长卷

近日， 成都青白江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主题文艺展在该区文体中
心开启。 在展出的作品中， 一幅装裱精
美、 气势恢宏的 《共产党宣言》 隶书书
法长卷备受关注 。 该长卷书写版本为
201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 一书， 长
卷全文采用简化字隶书， 共计18161字，
每行12字， 行高69厘米， 行宽6.5厘米，
总行数1543行， 总长度100米。 这份手
书作品出自青白江区税务局党员舒世林
之手写， 前后历时2个月完成。

“时代精神耀香江”主题展举行
市民观看月壤等了解航天科技成就

“庆建党百年 品陶瓷文化 赏工美艺术”
红色系列文化主题活动在大兴举办

“目前韩国老年人的网络利用
率急速增加， 各年龄段的差距缩小
令人鼓舞。”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
部有关人员希望， 能有更多的老年
人可以通过网络找到生活中另一种
乐趣。 老年人开始逐渐拥抱新兴文
化固然是一个趋势， 但也引发社会

舆论的争议与担心———当老年人被
良莠不齐的“信息洪流”包围之时，如
何判断并做出正确选择？ 去年以来，
关于疫情和疫苗的假新闻以高年龄
层为对象进行传播和扩散 。 对此 ，
韩国防疫当局多次进行辟谣， 并计
划制作针对老年群体的真相确认指

南， 在YouTube等平台进行普及。
有观点认为， 社交网络确实能

够方便并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但也
存在很多陷阱 ， 如资金诈骗链接 、
盗取个人信息等， 帮助老年人避免
掉入骗局陷阱依然是一项长期课题。

摘自环球网

“退休后我几乎离不开手机。 每天都会在手机上浏览新闻， 有时还会用应用软件买菜， 无
聊时也会在视频网站看看视频， 听听自己喜欢歌手的音乐……” 62岁的韩国人金某描述的这番
退休生活， 也是许多中国老人日常生活的缩影。 金某这样的老年上网人群在韩国被称为 “银色
冲浪族”。 如今， 这些 “银色冲浪族” 不仅是消费者， 也正积极加入到内容生产者的行列中。

也能生产优质文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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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一度被认为与时代脱节的老
年人 ， 逐渐成为YouTube （优兔 ）、
Netflix （网飞 ） 等视频平台的新增
长极。 据统计， 2020年韩国60岁以
上人群的视频服务使用率为82.7%，
较前年增长22.5%。 他们像年轻人一
样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日常 ，
也会自制一些做饭、 历史、 投资等
教学节目上传到视频网站。 这也让
他们在网上收获大批粉丝， 让老年
人也体验了一把当网红的感觉。 今
年74岁的朴茉莉在YouTube开设名
为 “韩国奶奶” 的账号， 上传化妆
教学、 旅行见闻等日常生活。 最初
开设YouTube账号的建议 ， 由朴茉
莉的孙女提出， 她担心奶奶有可能
患上老年痴呆症， 因此带着奶奶去
旅行并鼓励她记录下旅行见闻。 凭
借极具特色的韩国全罗道方言和风
趣的口才， 朴茉莉的人气越来越高，
不仅被评选为韩国十大YouTuber
（视频博主）， 还受邀作为韩国代表
前往美国谷歌总部参加开发者会议。

日本老年人对于新兴文化的接
受程度也比较开放， 在TikTok上活
跃的 “DJ与仪爷爷” 正是其中代表。

现年67岁的 “DJ与仪爷爷” 本名为
与仪英一。 在录制短视频时， 他会
使用TikTok上最受欢迎的背景音乐，
并加上自己设计的舞蹈或造型， 甚
至连美颜功能都运用自如。 他几乎
每天都会上传短视频， 并经常收到
“好可爱 ” “真时髦 ” 等留言 。 目
前， 与仪英一在TikTok上约有135万
粉丝。

上世纪80年代， 以演员身份活
跃的与仪英一曾获得多项大奖。 此
后他以搞笑艺人身份登台， 并担任

过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 从2015年
开始， 演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人
们越来越多地使用YouTube等视频
网站， 与仪英一也开始成为 “短视
频大军” 中的一员， “演员在社交
平台上拥有个人频道 ， 还能进行自
我宣传。 我告诉我的朋友们， 我要
开始使用社交网络了”。 为了迎合这
样的变化及潮流， 与仪英一还特意
咨询身边的年轻后辈， 学习如何拍
摄短视频、 如何使用新兴应用软件，
由此开启他的TikTok之路。

韩国奶奶与日本爷爷

除了与仪英一， 日本还有很多
老人借助TikTok等网络社交工具记
录自己的生活 、 与家人联系沟通 ，
他们也开始积极接触年轻人的文化
活动， 比如网购、 录短视频等。 根
据 日 本 内 阁 府 本 月 11 日 发 布 的
《2021年版老龄社会白皮书》 显示，
使用社交网络的日本老年人数量正
在增加：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 通
过互联网获取信息或网购的比例为
31.7%， 较2015年增长15.25%； 使用
社交网络工具 （如Line等 ） 的比例
为12.6%。 同样是在这个月， 韩国信
息通信政策研究院发表 《韩国中老
年智能媒体拥有及利用趋势》， 显示

去年50岁以上韩国人的智能手机拥
有率为98%， 60岁以上为84.3%， 70
岁以上为64%。

通过这样的数据可以看出， 日
韩老年人正不断接纳新兴文化。 其
实在社交网络普及之前， 日本老年
人的文化生活并不算乏味。 很多老
年人退休后会选择国内外旅行、 参
加各种兴趣班， 以此充实个人生活。
笔者此前在东京留学时参加过一个
主要由日本老年人组成的英语学习
小组， 每周在早稻田大学围绕一个
主题用英语演讲。 此外， 在日本大
学校园内也会不时地看到老年朋友
的身影， 他们并非教授， 而是退休

后选择攻读硕士或博士的学生。
7年前， 来自韩国国民年金研究

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近七成的
韩国老年人休闲文化活动相对单调，
仅限于爬山、 看电视。 然而， 随着
疫情呈现长期化趋势， 户外活动受
到了限制， 韩国老年人的文化活动
从线下转至线上。 日本 《每日新闻》
也曾经报道， 由于疫情防控， 因为
日本的一些养老院里限制家人来探
视， 为此， 一些日本老年人通过智
能手机与家人进行视频聊天， 或通
过脸书等社交媒体上传个人在养老
院的生活照片和视频， 以便让家人
放心。

疫情加速老年文化活动转至线上

要帮助老年人，别掉进网络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