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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数字鸿沟”畅享“智慧新生活”
智能手机普及工程去年惠及老年人超15万

线下培训老年人15.63万人
次，超额完成 10万人次培训目
标，其中城区培训8.55万人次、
农村7.08万人次，送教服务覆盖
1585个社区、1475个行政村；
线上移动宽带电视智能手机培训
栏目点击量超10万次……

去年，宁波市老年人智能手
机操作技能普及工程交出一份完
美答卷。通过市科协、市委老干
部局、市教育局、报业集团、宁
波移动、民生银行等单位及社会
各界的共同努力，宁波老年学员
培训后使用手机各类APP的频率
比培训前提升了37.7%。

视频通话、网上通办、移
动支付、线上购物⋯⋯如今，
我们的衣、食、住、行越来越
多、越来越快地融入智能手
机。很多老年人玩转智能手
机，开启“智慧新生活”，但
一些老年人却在智能手机面前
不知所措。

因 为 不 会 扫 码 ， 在 衣 、
食、住、行中时时陷入窘境；
因为不懂智能手机操作，不能
和孩子视频通话⋯⋯当二维码
技术遍及各种社交和消费场
景，因“不会扫码”和“没有
二维码”，一些银发族感觉自
己被时代抛弃了。

“因为疫情防控，现在走
到哪儿都得扫码。我不会用智
能手机，用的是只有电话和短
信功能的老年机，没办法扫
码，就得登记信息。”69 岁的
市民郑女士说，她每天都要到
超市买菜，如果自己能学会使
用智能手机，就可以像年轻人
一样方便地扫码进出，甚至是
结账的时候也不用再排长队，
用自助收银机就能快速结账。

“孩子也试过教我智能手机怎
么用，每次刚教完，我就给忘
了。”郑女士说，年纪大了学
东西难，一想到智能手机那么
多功能，学起来那么复杂，觉

得自己学不会，她就退却了。
“我妈的朋友里有人用起

了智能手机，看到人家用微信
聊天、制作美篇、网上购物，
她羡慕地跟我说‘你看你李姨
不仅能在手机上抢红包，还老
在网上买到实惠东西，我也想
学学智能手机怎么用’。”市民
张女士说，受周围朋友的影
响，她的母亲主动提出想学习
使用智能手机，“可是当我准
备教她使用智能手机时，她又
犹豫了，说总在电视新闻上看
到有人在网上被骗钱，她担心
点到什么不该点的东西”。

事实上，不少老年人和张
女士的母亲一样，内心渴望融
入“数字生活”，又担心自己
学习能力差学不会，怕扫码支
付不安全上当受骗，因而对

“数字生活”持观望、犹豫甚
至抵触的心理。

通过对 2021 年工程的相
关情况的数据分析发现，入门
操作、安全防范、微信交流是
老年人最喜爱的课程。除此之
外，老年人对智慧出行、休闲
娱乐、网上办事等方面同样感
兴趣。帮助年迈的父母跨越

“数字鸿沟”，迈入丰富多彩的
智慧生活场景，享受更为轻松
愉悦的晚年生活意义重大。

智享生活
银龄老人有需要

除了日常的培训，智能手机
普及工程参与单位还为老年人
精心策划了各类专题活动，通过
差异化推进，让活动走向纵深。

市教育局依托终身教育系
统资源，以宁波老年开放大
学、区 （县、市） 社区学院、
乡镇成人学校为骨干力量，开
展宁波市终身教育“双百千
万”防疫科普行动，在宁波智
慧教育平台线上提供 100 节智
能手机应用课的同时，线下开
展了千名职成教教师和千名社
区志愿者宣传引导服务行动，
通过各种途径向市民推送与智
能技术应用相关的政策、知
识，营造社会氛围。

宁波移动在推进普及工程
进社区、进乡镇的同时，将全
民反诈宣传、反诈 APP 安装、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技巧等内
容，通过案例教学、应用指导

（“机伶”公众号/小程序）等方
式，结合到日常的老年人智能
手机操作技能普及工作中，进
一步提高了银龄老人安全防范
意识，助力平安宁波建设。

除此之外，为满足老年人
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宁波
移动将扩大普及工程的受众
面，从以往开展智能手机的操
作技巧培训向“智能手机+智
慧家庭”融合普及模式延伸，
将千兆极致体验及数智化服务
同步带入养老惠民行业，也让
老年群体真正体验到移动双千

兆带来的智慧家庭娱乐、健
康、教育的红利。

民生银行宁波分行为更好
地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
沟”，受邀参与宁波消费者权
益保护协会 《老年人金融一本
通》、 人 行 宁 波 市 中 心 支 行

《老年客户银行服务规范》 等
专业书籍与行业规范的起草工
作，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享受现
代金融发展成果。按照计划，
该银行将继续深挖老年客户需
求，在持续丰富智能手机培训
课程，惠及更多老年市民的同
时，开展各类系列老年主题活
动，不断丰富和延伸乐老服务
内涵，让老年人在互联网时代
能够得到更多的便捷。

建行宁波市分行在去年 6
月初打造了首家老年群体特色
服务示范点“银发幸福+”主
题网点，以“劳动者港湾+助
老 ”“ 长 者 服 务 专 区 +优 先 ”

“智能设备+关爱”等方式对
设施进行了适老化改造，着力
提升老年人的舒适感、安全感
和幸福感。经过半年的发展，
该主题网点已成为金融机构爱
老助老的样板间。

除此之外，贝壳公益则为
社区和农村老年人提供了送教
上门服务，帮助老年人巩固学
习 成 果 ，随 时 到 现 场 求 助 ；
81890 求助服务中心则对老年
人智能手机培训来电进行了回
访活动，确保件件咨询有回应。

差异化推进
普及活动走向纵深

尽管宁波市老年人智能手
机操作技能普及工程已连续开
展 5 年，通过一场场培训，一
次次学习，不断满足老年人在
出行、就医、消费等方面的需
求，帮助“银发族”跨越数字
鸿沟。但相对于全市庞大的老
年人口基数来说，这样的活动
仍需长期开展。

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了解
普及工程，宁波逐步构建了银龄
互助体系。通过充分发挥老年大
学和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的作用，
让老年大学的学员和老科技工
作者先学，从中选拔优秀学员作
为教员，带动更多的老年人。与
此同时，市老科协还举办了 4期
讲师能力提升活动，进一步讲解
培训教材要点和授课技巧。

目前，我市已成功打造社
区支持体系。依托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志愿者和社工作为教
员，老年人不但实现了就近学
习，还能想学就学。通过尽可能
地提高学习的覆盖面，我市社区
老年学员占比已达 54.7%。

拓展社会支持体系也是招
收学员的重要方式。市科协通
过联合市委老干部局、市教育
局、报业集团、宁波移动、民
生银行等单位，争取市委改革
办、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
大数据局等部门大力支持，吸
纳市老科协、建设银行、贝壳公
益基金、81890 等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已形成了“政府主导、

科协牵头、多方参与、志愿服
务”的工作格局，切实让老年
人共享数字化改革的红利。

其中，建设银行和贝壳公益
基金去年积极投身工程，一年累
计共培训老年人 1.1 万人次。鄞
州区广泛组织智能手机科普小
戏配送给有需要的社区、村。

除此之外，我市通过营造
家庭学习体系，以“小手拉大
手”的方式，孙辈用科学合理
的方式教祖辈使用智能手机，
通过家庭中的反复教学，让老
年人提高学习和使用兴趣。市
科协还委托宁波电视台拍摄了
以《讲大道》栏目主持人王阿姨
和青青卡通形象串联全篇，外
加孙辈明明辅导祖辈学习手机
的教学视频。编辑印刷了 2.8 万
套教材（上下册）配发给老年学
习积极分子和优秀学员，10 万
册简化版讲义给普通学员。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报
告提出，要主动回应群众关
切，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
问题，做到有呼必应、有诺必
践、有难必帮，让老百姓得到更
多实惠、收获更多幸福。”市科
协相关负责人说，按照计划，今
年宁波市老年人智能手机操作
技能普及工程将继续接收报名
学员，不断为老年人服务。通过
利用现有教学网点等阵地，关
注老年人心理、健康、精神等不
同层次的科普需求，不断拓展
科普为民的服务抓手。

传帮带
让老年人享受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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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把手地培训手把手地培训，，让老年人更快地掌握各类手机让老年人更快地掌握各类手机APPAPP的使用的使用。。

智能手机普及工程实施以来，一批老年人从“民生乐老学院”毕业。

工作人员正在教老年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