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使用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
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之一，在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迷于此的同时，
也把许多老年朋友拦在了大门外。
但老年朋友并不甘心于此，就像宁波
老年大学学员王昌明所说的，“没有
被淘汰的老人，只有不学习的人”。

在这种需求下，一个个面向老年
朋友的智能手机的银发补习班应运
而生，不少老年朋友在此学会了熟练
使用智能手机，跟上了时代的大潮，
在他们看来，智能手机学起来，其实
没那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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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补习班里，有一群老人与时俱进

七八年前，竺勤的家人送给她
一部近千元的智能手机，她除了查
看短信、微信，拍拍照以外，别的功
能一概不会。2018年，竺勤报名到
宁波老年大学智能手机班学习，对
自己也“大方”了一把——花一万元
买了新的手机和电脑。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竺勤发
现手机还能有各种玩法。

“拼多多和淘宝是我购物最经常
用到的两个购物软件。”竺勤回忆道，
当时，学习网络支付是课程一大难
点，她自己从网上购买了一大把袜

子，带到了班上，然后打印了几张微
信收款码，给大家练手。“2元一双，不
需要的买完可以退还给我，我转账回
去。”不到一会，袜子就抢完了。

竺勤所在的智能手机学习班里
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会一起讨论，只见几位银发
学员戴着老花镜，下了课还在讨论，
个别优秀学员正在开小灶辅导。她
这样评价自己：“业务水平不好，但
学习热情高。”学会了智能手机后，
竺勤的微信界面里多了好几个大
群，消息一多，她就得“爬楼梯”阅

读。微信群不仅拉近了关系，也是
情感维系的纽带。

手机的便利，让竺勤感受最深
刻的是挂号。有一次，她打算去医
院看一下心血管科。前一天晚上，
打开手机微信“第一医院”微信公众
号，挂好第二天上午最后一个号。

第二天，竺勤于11点多到医院之
后，取 号、楼上就诊，扫码付款，下楼
取药，整个过程只用了20分钟，“这简
直太方便了，以前一大早到现场排号
排不上，就诊时间也没法确定，现在既
节省了时间，还减少了交叉感染。”

竺勤：网购袜子跟同学们“练手”

王昌明从宁波大学退休已有十
年，于2018年秋季到宁波老年大学学
习电脑手机课程。虽然2016年就开
始接触智能手机，但基本就用于打打
电话，收发信息。到了2018年夏季，
王昌明打算线上联系之前的知青好友
们，一起出门旅游，但他不知道如何注
册微信。他陷入了思考：自己也得跟
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才行。

王昌明有一定的电脑基础，所以
学习起来并不难。他感慨，在老年大

学学过智能手机后，带来的便利实在
是太让人意外了，“我以前买菜常常
要提前去银行换零钱，有时候要排
队。后来，线上购物买个米过半个小
时送到家门口，改变了我四十多年的
买菜方式。出门的时候，打开‘百度
地图’输入目的地就有最佳路线。看
病时，网上挂号就诊，还有在手机上
制作电子表格等。”王昌明作为一名
宁波大学离退休党委下属支部的一
名党支部书记，他响应学校号召，组

织党员开展网上自愿捐款活动、线上
学习和党日活动开展都离不开智能
手机，大大提高了学习、工作效率。

去年以来，王昌明在电脑上整
理了多年来的近千张老照片。为了
把这些珍贵的照片呈现出来，王昌
明运用了“彩视”、“剪映”两个视频
剪辑软件编制成短视频集，他精心
从百度、喜马拉雅等APP中挑选了
音乐，并配上文字。视频分享之后，
得到了网友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王昌明：运用智能手机功能解决日常生活必需

面对数字化时代，市老龄委联合《宁波老年》发起媒体公益行动，通过《宁波老年》开展“老年朋友
最想学哪些智能手机功能？有什么需求您来提”活动，比如您想学会使用微信、想学会如何网上购
物，亦或是视频的拍摄、图片的裁剪等等，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向我们反映，由我们来为您定制课
程，并在报纸上刊登。

热线电话：0574-87167337 记者 徐丽文 陈韬

您想学什么，请跟我说
●相关链接

第五届中老年网络春晚最佳人气奖出炉啦！
经过投票环节，第五届中老年

网络春晚荣获最佳人气奖的5个节
目新鲜出炉，分别是海曙区高桥镇
《蝶恋花》综艺队、鄞州区划船社区
红叶舞蹈二队、鄞州老年大学夕阳
红艺术团 、华光艺术团 和江北区
乐韵旗袍艺术团。

自节目征集以来，网络春晚受
到了各路才艺达人的欢迎。报名的
节目形式多样，有合奏动感民乐、时
尚走秀、民族舞蹈等。最终，节目组
优选了15个节目。考虑到疫情原
因，春晚首次采用网络展示演播，不

举行线下录制环节，并进行评选投
票。

“看了五届春晚了，每一年都有
新的亮点，今年的中老年春晚线上
观看可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看
得出所有节目都经过了精心排练后
拍摄，谢谢这些辛苦的演员们。”有
一位读者朋友特地在微信公众平台
后留言。据数据统计，本届中老年
网络春晚共有2.6万人观看。

近年来，每场宁波市中老年春
晚均有几百名才艺达人报名，为市
民们带来热闹非凡的视觉盛宴，留

下一个个美好的舞台瞬间，深受广
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温馨提醒：

各团队的春晚参与奖小礼品，
包括获得人气奖的团队的荣誉证书
请于下周一1月18日开始领取。

领取地址：海曙区永寿街6号
领取时间：1月18日起（工作日

上午9:30~11:30，下午2:00~4:00）
咨询电话：87167337
更多精彩回顾请关注“宁波老

年”微信公众号。 记者 徐丽文

75岁老人爬山迷路
警方提醒
老人不要独自爬山

今年75岁的陈伯伯身体硬朗，喜欢爬
山，而且经常独自行动。上周，他从东吴镇
天童森林公园出发爬山，却在途中迷路，幸
亏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东吴派出所民警
及时搜寻，将他营救下山。

搜寻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

1月7日，天寒地冻。当天下午4点多，
东吴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士的求助电话。她着
急地说，老父亲独自去天童森林公园爬山，不
料在山上迷路了，眼看着天色逐渐暗下来了，
天气也越来越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东吴派出所接到警情后，立即开始搜寻
工作。根据陈伯伯的描述，大概确定了其所
在位置。所长带了两名民警，为了尽快找到
人，还联系了四名熟悉当地地形的辅警。一
行人开车到太白山顶，然后从上往下找人。
此时天气已经暗了下来，温度也越来越低。
大家打着手电筒，一边朝各个方向照，一边
大声呼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找
到了陈伯伯。因为天气寒冷，加上迷路，陈
伯伯有点受到惊吓。民警们怕再出意外，就
轮流将其背扶下山。

得知老父亲安全的消息后，陈伯伯的女
儿松了一口气。她说，父亲平时喜欢爬山，
而且经常独自行动，家人多次劝说都没有
用。当天，陈伯伯乘坐地铁1号线到宝幢站
后转公交车来到了天童森林公园，爬上公园
后走了岔路，越爬越觉得不对劲，眼看着天
要暗下来了，这才急着给女儿打了电话。

陈伯伯本人则表示，这次在山上迷路给
了自己一个教训，以后不敢乱爬山了，以免
给家人和社会添乱。为感谢东吴派出所民
警及时相救，第二天，陈伯伯还做了一面锦
旗送到所里。

老人爬山要注意五点

近年来，媒体经常有报道老人结伴或者
独自登山，结果迷路在途中的事件。驴友探
险、锻炼游玩、采摘野味是老年人进山的三
大动机，而掉队迷路、体力不支、突发疾病等
则是老年人遇险的直接原因。

老年人该不该爬山？目前，社会各界普
遍认为，不应苛责那些为了锻炼游玩而爬山
的老年人，但是，并不支持老年人随意攀爬
野山。

警方提醒：一、老年人爬山要选择正规
景区，不要爬野山；二、结伴而行，不独自一
人进山；三、要做好充足规划和准备；四是要
量力而行，不能盲目自信和乐观，敬畏自然；
五、一旦发现自己可能已迷失方向，请做好
标记后，原路返回或寻求救援；六、遇到紧急
情况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在安全的位置等
待救援。 记者 贺艳 通讯员 张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