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2 日，游人在桦南县森工大院
民俗村内游览。

近年来，黑龙江省佳木斯桦南县积极
推进景区提档升级，以打造森林小火车生
态旅游名片为主线，在桦南百年蒸汽小火
车沿线扩建配套的火车站台、森工大院民
俗村等景区，将林区文化、东北民俗有机融
合，打造富有地方特色和历史底蕴的“生
态+旅游”项目，助力文旅产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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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冲浪”无忧，阻碍何在
记者采访发现，“银发族”要想真

正跨越数字鸿沟，仍需破解个人、企业
和社会等方面的核心痛点。

记者走访多家城乡养老院发现，
不少老人不愿、不敢接触电子产品，认
为自己“搞不懂”。“他们害怕杂七杂八
的智能产品。”一家养老院工作人员
说。

子女和亲友的指导是多数老人掌
握智能技术的重要途径，而据此前云
南大学团队开展的相关调研结果显
示，48.6%的老年人表示孙辈在指导其
使用手机时缺乏耐心，代际之间“数字

反哺”效果仍有提升空间。
企业研发动力不足，也成为阻碍

之一。“我们也希望为老年人研发更多
高科技产品，但前期花费投资大，而这
一群体大多节俭，企业无法预期能否
盈利。”南京软件谷一名产品经理坦
言，多数企业在为“银发族”开发智能
产品时会犹豫。

部分企业专门成立科技部门，组
建研发团队，围绕老人需求推出护理、
保洁、就餐等上门生活服务的APP，但
推广难度较大，下载、下单的仍以年轻
人居多，且因缺乏价格优势、日活量较

低，运营维护难以为继。
“社区也开展过数字技能培训，电

子支付、网购下单、预防网络诈骗等培
训内容很实用，但互动性差，很难一对
一手把手指导；很多老人大屏幕都看
不清，再加上记性不好，教了第二天就
忘了。”一名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班的
志愿者说。

受访专家表示，老人“触网”问题
与地区经济差异密切相关。城市与乡
村之间的数字鸿沟有待弥合，在一些
欠发达地区，农村老人消费能力有限，
尚未融入互联网生活。

C 化“鸿沟”为“红利”
今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
见》提出，“开展数字适老化能力提升
工程，推进互联网应用改造”。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多部门也出台文件，要求

“推进适老助残无障碍设施与公共服
务数字化改造，积极发挥社会和市场
力量助力重点人群跨越数字鸿沟”。

受访专家表示，在数字浪潮下，有
效破解老年人“不敢用”“不会用”智能
技术的难题，既关乎社会关怀，也是挖
掘银发经济潜力的必要举措。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静
指出，不少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都
专门推出网络无障碍建设法规，为老
人使用智能技术进行政策设计；我国
在数字社会建设过程中也应加快推进

数字无障碍立法进程，为弥合银发数
字鸿沟提供制度保障。

专家建议，将智能设备与社会公
共服务的适老化、可及性改造纳入无
障碍建设范围，针对老年群体出行、就
医、购物、文娱等场景完善适老产品和
服务。同时，鼓励并引导企业加快研
发改造各类适老智能应用，如“一键叫
车”“一键呼救”“刷脸支付”等，进一步
减轻老人操作负担。

江苏省老年大学协会秘书长徐建
设表示，应注重研究不同类型老人的
差异化需求。一方面加快实施“数字
扫盲”，通过组织开展相关培训，帮助
老人提升数字素养；另一方面，为习惯
智能技术的老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开展老人防沉迷、防诈骗等方面教育

引导。
专家指出，应注重子女对老人的

“数字反哺”作用，鼓励子女帮助老人筛
选智能化养老服务及产品，指导老人
利用智能技术提升生活品质；同时，通
过推广亲情模式、家庭模式等，提升老
人使用智能产品的便捷度和自信心。

此外，要有更温情的社会“兜底”
保障。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仍有许多老
人属于“非网民”群体，在妥善引导其
接纳智能生活的同时，要避免数字偏
见与社会排斥。在推广智能技术适老
化改造过程中，应为有使用困难的老
年群体保留传统服务方式，尤其是在
一些公共服务窗口和平台，必须提供
替代方案兜底。

“银发族”的数字困局A
智能汽车、电视、音响、手机，乃至

智能马桶等家居产品，在设计时主要
面向年轻人，功能繁杂、操作复杂。一
些产品未考虑到老年人的特点，让不
少老年人感觉手足无措。

因线上操作繁琐，72岁的江苏无
锡市民张大爷和老伴至今不会网上挂
号、手机打车。“小孩在外地工作，我肠
胃不好老跑医院，每次挂号、检查都得
花两三个小时。还不会打车，路上只
能忍着难受坐公交。”张大爷说。

一些手机APP的适老化改造浮于
表面。工信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
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对手

机APP适老化改造有明确指导规范。
但记者发现，不少手机 APP 的“关怀
版”一级界面字体变大，点击进入二级
界面，页面布置、字体却与正常版无
异，“换汤不换药”仍让老人无所适从。

《2024年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
现状与创新趋势》报告显示，目前网络
上超 50%的 APP 尚未提供“长辈模
式”，且部分 APP 的“长辈模式”入口
过深、不明显，不利于老年用户快速、
便捷地切换使用。

层出不穷的弹窗广告、信息诱导
也让不少老人苦恼。81 岁的退休教
师王阿婆一人独居，习惯通过平板电

脑看电视。“每次看着看着，就有广告
弹出，很难取消，广告界面挡住半边屏
幕，特别影响观感。”

有老人吐槽，一些手机软件“手抖
一下”就跳出弹窗广告，像“狗皮膏药”
一样，一旦点错隐蔽的关闭按钮，还会
下载不知名软件。“因为误点诱导信
息，还泄露了手机号码，各种骚扰电话
不断。”

《2024年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
现状与创新趋势》也指出，有接近30%
的 APP 在“长辈模式”上存在广告或
营销性内容，不仅影响使用体验，也可
能诱导老人消费，增加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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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让老人困于“数字迷宫”？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线上预约“犯难”、被二维码“绕晕”、算法推送“成瘾”……随着智能技术

广泛应用，一些老人在出行、就医、消费等日常生活场景中面临操作困难，犹如陷入“数字迷宫”。
数字化浪潮中，如何让老人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捷？

新华社太原10月13日电 （记者 王
飞航） 寒露过后，秋意渐浓。连日来，受
上游水库调节放水影响，位于山西吉县和
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水量丰
沛，形成绵延百米的壮美瀑布群，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观赏。据悉，进入 10 月份以
来，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
2万人次。

壶口瀑布是黄河流域的一大奇观。黄
河流经晋陕峡谷到达山西吉县境内，水面
由三四百米宽骤然收缩为50多米，跌入落
差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若巨壶注水，故
名壶口瀑布。

据当地水文部门介绍，黄河壶口段目
前正处于秋汛期，最大水流量约为1300立
方米/秒，是黄河壶口日常水流量的 3 倍，
主瀑与副瀑连成一片，呈现出一条线状，迎
来最佳观赏期。

站在壶口瀑布边，只见宽阔的河道激
流奔涌，滔滔黄河水从宽阔的河口骤然收
缩，坠入狭窄的壶口，发出震耳欲聋的轰
鸣，气势磅礴，让人深刻感受到“黄河之水
天上来”的豪迈。仔细看去，河水澎湃咆哮
溅起数米高的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形成
彩虹美景，飞瀑与彩虹交相辉映，宛如一幅
绚烂的秋日画卷。游客们纷纷驻足，惊叹
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来自河南郑州的游客刘茜说：“壶口瀑
布的壮观景象让我仿佛置身于一幅动人的
画卷之中，在阳光的照耀下，瀑布的每一滴
水珠都闪耀着光芒，宛如无数颗璀璨的珍
珠在舞动，而那一道道彩虹的出现更是为
这幅画卷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浪漫。”

黄河壶口瀑布
深秋美景吸引游人

新华社银川10月11日电 （记者 任
玮） 记者从宁夏交通运输厅获悉，宁夏自
10月11日起正式实施新一轮高速公路差
异化收费政策，在延续现行政策基础上继
续扩大优惠范围，增加优惠力度，差异化优
惠路段由 9 段 754.57 公里增加到 16 段
1533.56公里。

据了解，为降低货运物流成本，宁夏在
定武高速、京藏高速、福银高速、乌玛高速、
乌银高速、寨海高速、固彭高速、古青高速
等主要货运通道的部分路段实施货车差异
化优惠收费。同时对二类、三类、四类、五
类和六类货车，在宁夏批准的通行费标准
上，分别实施42.1%、23.1%、27.3%、25.95％
和5％的优惠。

为支持当地旅游业发展，今年11月至
明年4月期间，宁夏对中卫西、镇北堡、水
洞沟、沙湖、三营收费站驶出的外省一类客
车，在宁夏的高速公路通行费优惠 50%。
另外，为降低清水河沿线国省干线公路的
车流量，保护清水河流域生态环境，宁夏在
福银高速桃山至固原南段、银昆高速石坝
至郭家桥段实施货车差异化优惠收费，最
高优惠幅度可达30%。

宁夏还对所有ETC车辆继续实施5%
的优惠，对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实施
30%的优惠。

宁夏：
1533.56公里高速公路
差异化收费
最高优惠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