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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加速是全社会面临的一个
重大课题。根据全市老年人口基数统
计，60 岁以上老年人 65.2 万人，占全市
总 人 口 的 18.83% ；65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44.6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2.88%。网
络 时 代 ，如 何 让 老 年 人 也 能 搭 上 智 能
技 术 的 快 车 ，共 享 信 息 化 发 展 的 成 果
呢？有专家建议，可根据年龄层次、身
体 状 况 等 对 老 年 人 进 行 划 分 ，有 针 对
性 地 帮 助 他 们 融 入 智 能 时 代 ，同 时 开
发 更 多 适 用 于 老 年 人 的 智 能 产 品 ，如
简便易行的软件等，优化界面交互，方
便老年人使用。

2019 年，我市被列为全国第三批居
家和社区养老试点城市，以此为契机，全

市智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专项行
动（“大同助老”）全面启动，以平城区为
试点，为 70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助老服务
卡，为 75 岁以上空巢、独居、生活困难的
老年人免费配用 398贴心保。

398 贴心保是我市企业自主研发的
一款智能助老产品，可实时捕捉老年人
身体姿态数据，佩戴该产品的老年人如
果不慎摔倒或突遇险情，通过人工智能
报警或按键求助方式，报警后自动启动
双向语音通话、技术定位，可联动 120、
110等机构，获得第一时间救助。

依托 398 贴心保智能化终端设备、
398 智慧养老云平台、拥有 70 个座席的
呼 叫 中 心 以 及 社 区 助 老 服 务 站 ，环 环

相 扣 ，“ 大 同 助 老 ”为 老 年 人 搭 建 起 线
上 线 下 无 缝 对 接 的 服 务 圈 ，可 以 实 现

“助救、助购、助餐、助医、助洁、助行”
等 六 大 服 务 。 老年人还可通过 398 贴
心保呼叫服务中心，享受预约挂号、预
约 专 家 、预 约 时 间 、优 先 缴 费 、优 先 住
院、免费导诊等服务；不用出门即可购
物，所购物品由社区助老服务站人员送
货上门，用助老服务卡结算；享受居家
适 老 化 改 造 ，水 、电 、气 、暖 维 修 ，家 庭
保洁等生活服务……

下一步，平城区将整合运用现有资
源，加快助老服务站点建设，让“大同助
老”为更多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高效
的热忱服务。

悉心关爱架起座座连心桥

智能时代，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本报记者 张志忠 摄影 戎禹仁

“现在就连买菜都用微信、支付宝，
但有些功能我实在不会使用。”66 岁的平
城区居民魏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年纪大
了，智能手机刚刚上手，才学会用手机听
歌、微信聊天，而用手机支付、出示健康
码这些复杂操作学起来很吃力，因此，去
医院看病、到银行取钱等日常生活中最
普通的公共服务都受到影响。虽然儿女
时常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但毕竟岁数大
了，这些手机软件即便学会了，几天不用
就又忘记了。

现在，银行转账业务用手机或智慧
柜员机都能操作，老年人却需要排队拿
号等待柜台服务；在菜市场，一些老年人
眯着眼睛点开手机微信支付页面，很多
时候即便一通操作之后，还是掏出了现
金……

日前，记者在大同南站采访时注意
到 ，在 行 色 匆 匆 的 进 站 旅 客 中 ，一 边 是
能 很 快 调 取 出 健 康 码 快 速 通 过 的 年 轻
旅 客 ，一 边 则 是 需 要 排 队 等 候 工 作 人
员 协 助 的 中 老 年 人 ，对 持 有 智 能 手 机
的 旅 客 ，工 作 人 员 只 需 帮 忙 调 取 健 康
码 ，而 使 用 老 年 手 机 者 则 需 手 工 登 记
身份信息。

同样的情况，在我市各大医院也经
常见到。

智能时代，大多老年人掉了队，需要
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围绕老年人
的公共服务不能只追求技术的便利性，
还 应 结 合 服 务 对 象 的 具 体 特 点 解 决 困
扰。比如目前大多数老年人即便使用智
能手机，也局限于打电话、浏览信息，更
加 复 杂 的 线 上 功 能 还 需 要 一 个 学 习 过
程。因此，除了让家庭里的年轻一代帮
助尽快熟悉智能手机，老年人也期盼通
过社区等一些便民服务机构，开设智能
手机应用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尽快融入
智能时代。

智能带来便利
老年人却干着急

手机移动支付、线上挂
号预约、网络购票、扫码出
行……如今，智能技术让公
众生活越来越便利，但大部
分老年人因为不会上网、不
会使用智能设备，遭遇难以
逾越的“数字鸿沟”。

为 帮 助 老 年 人 融 入 日
新月异的数字时代，保障他
们出行、就医、购物等生活
需求，我市在多个领域进行
探索尝试，通过方式方法的
变通、相关措施的辅助，以
悉心关爱架起座座连心桥。

如今，我市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
始使用智能手机预约挂号，就诊流程也
日趋信息化、智能化，这让去医院看病的
老年人常常感到无所适从。

连日来，记者在我市部分三甲医院
走访时看到，导医台和各科诊室处均贴
有醒目的“老年人就诊优先”等导引牌，
为就诊老年人提供咨询和预约服务。自
助挂号、缴费、检验报告（胶片）打印等智
能设备处均有引导人员巡回值守，为有
需要的老年人提供协助。

在市五医院，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医院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的同时，在预检分诊环节增设老年人

“无码绿色通道”，测量体温后，由医院配
备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帮助老年人进行
健康码或核酸检测结果查询操作；如遇
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可凭有效身份证

件登记，由医生护士进行流行病学史询
问，并发放“无码通行证”作为辅助行程
证明，以保证老年患者顺利就诊。该院
急诊科还针对老年患者推出优先挂号、
优先取药、优先就诊服务，并安排导诊员
全程陪护，协助患者挂号、就诊、检查、缴
费等。一位缴完费的老年患者告诉记
者，自己不会扫码付款，子女也不在身
边，入院前担心不能现金支付，医院人工
服务窗口保留了现金收费业务，让他觉
得既方便又暖心。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为做好老
年人挂号就医工作，我市各医疗机构认
真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挂号就医
方面遇到的困难，比如提供多渠道挂号
服务，让患者不仅可在网上预约挂号，在
医院服务中心也可以现场预约挂号，同
时为老年群体预留一定比例的现场号

源；设立养老特需服务区，为行动不便的
老年群体提供陪诊、陪检、陪缴费、协助
办理住院手续等专项服务。全市各医疗
机构还简化网上办理就医服务流程，优
化线下线上一体化服务，探索建立老年
人挂号就医的长效服务机制。

根据老年旅客的出行特点，大同南
站优化升级服务举措，设置“嘉慧馨旅服
务台”“魏都畅行”两个服务台，开展答疑
解难、志愿帮扶，为老年旅客提供专区候
车、专人引导等一站式服务。在市内公
共交通方面，年满 65 岁的老年人，均可
办理免费乘车公交 IC 卡。

社保部门支持老年人利用社保公共
服务等自助认证平台等，通过刷脸方式
自助认证，让老年人不跑腿；支持老年人
利用基层服务平台就近认证，让老年人
少跑腿。

公共服务创新，满足老年人需求

“大同助老”开启服务新模式

图① 市五医院导诊员指
导老年患者扫码就医

图② 大同南站工作人员
为老年旅客提供热心帮助

图③“大同助老”综合服
务智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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