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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眼

[对话]

□青年报记者 郦亮
10月14日是重阳节，也是上

海第32个敬老日，各种敬老爱老

的暖心事备受关注。宝山月浦新

开的一家长者食堂，放盐量比普通

餐饮店少三分之一，食堂还设立了

“美食研究院”，专门研发适合老年

人的餐饮。素有“敬老专线”美誉

的公交49路，最近一个让人称道

的细节，是在终点站新设一个不锈

钢制的“爱心阶梯”，这样老年人上

车就不用那么费力了。

这些暖心事多了，确实让人

感觉到尊老敬老蔚然成风，几千

年中华传统美德在此得到很好传

承。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敬老

事能让人心中生出暖意，这些暖

心事还能成为社会新闻，本身也

就说明在某些方面，尊老敬老做

得还不够好。比如，在大踏步迈

进的社会发展中，有些老年人成

了失落的群体。去年至今我们曾

持续关注过一系列“失落”的案

例。因为不会用手机打车、不会

使用存取款机，老年人是那么的

无力。这些前辈曾为国家的建设

付出了青春，今天的一切繁荣都

是在他们艰苦努力打下的基础上

不断飞跃取得的。可是面对日新

月异的时代，他们却陷入失落，这

不禁让人心生感慨，尊老敬老还

存在被遗忘的角落。

上海正在进行全面提升城

市软实力的建设。尊老敬老也

是城市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

现。只有在大规模推进城市建

设的过程中不遗忘、不落下任何

一位老年人，这座城市才是有温

度的，才是值得尊敬的，城市软

实力才是名副其实的。令人欣

慰的是，随着“适老化”引起关

注，上海的各种便老利老的事越

来越多，“暖心事”几乎每天都在

发生，老年人在这座城市重新找

回了主人翁的感觉。而当这些

暖心事不再是社会新闻，而是一

种社会常态的时候，真正敬老爱

老的时代才是真正来临了。

最近，一个养老院坐在轮椅

上的“90后”老年人和90后护理

员一起共舞的MV在网上热传。

MV 中的老年人虽已过耄耋之

年，但仍然充满活力，也让人看到

了他们对阳光、对音乐和舞蹈的

深深渴望。社会总是不断前进

的，每个人都会变老，而在老年人

面临与社会脱节的痛苦时拉他们

一把，这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成熟，

也体现了城市软实力之中那不可

或缺的最温暖的一部分。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3日
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
晤。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回顾
近年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并就相
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
内为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所
作的贡献。习近平指出，“人之
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
知心”。这句话，既是对我们多
年深入交往的很好诠释，也是过
去16年来中德关系保持平稳健
康发展的重要经验。中国人重
情重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
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希
望你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
关系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多次就双
边关系、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治国理政经验等深入交流，共
同推动了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推动了中德合作应对全球挑
战。中德本着互利合作精神，
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实现了
共赢。中国和德国自身发展得
好 ，对 世 界 经 济 的 贡 献 也 更
大。这证明，国与国之间完全
可以避免零和博弈，实现互利
共赢，这是中德关系应该牢牢
把握的主基调。明年是中德建
交50周年。双方关系发展何去
何 从 ，保 持 正 确 方 向 至 关 重
要。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中德关系，愿同德
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相互了
解和人民友谊，深挖传统领域
合作潜力，积极开拓能源转型、
绿色和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新
领域，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
展是中欧双方的共同心愿。中
欧都主张维护多边主义，都支持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都认
为中欧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分
歧。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和推进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
关键时期，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
性问题和不断上升的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中欧作为全球两大重
要力量，有责任加强合作，团结
应对。双方应该从更广阔维度
看待中欧关系，客观全面地相互
认知，理性平和、建设性地处理
差异分歧。希望欧方坚持独立
自主，真正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和
国际社会团结，同中方和其他各
国一道，共同致力于解决和平与
发展的世纪难题。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
年来的每次交往都记忆犹新。
我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
入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促进
了德中关系和欧中合作的良好
发展。我任德国总理期间，中国
实现了快速发展，国力今非昔
比，并且展现出巨大潜力。我一
贯主张，欧盟应独立自主地发展
同中国的关系，双方可以就彼此
存在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强对
话交流，相信欧中关系能够克服
各种复杂因素继续发展。德方
赞赏中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
护生物多样性所作努力，愿同中
方共同办好庆祝德中建交50周
年活动，继续加强双边和多边合
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将
继续为促进德中、欧中理解与合
作作出积极努力。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视频会晤默克尔

人之相知
贵在知心

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
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老
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
央祝全国老年人健康长寿、生活
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
龄工作，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
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

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
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强
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
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
康支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

亲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
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
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
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
幸福晚年。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支付？
这群陆家嘴“蓝马甲”来帮您

老年人的“暖”，是这个城市的“甜”
■青年时评

青年报：怎么会想到去当蓝

马甲？

丁诗佳：在媒体上看到蓝马
甲在上海社区里教老年人防诈
骗、用手机的相关知识，觉得很
有意义，也想从实际参与中，真
正了解自己专业上，传播学中所
谓的“数字鸿沟”。

青年报：3 个月蓝马甲当下

来，有什么收获？

丁诗佳：这里的老年人，他
们愿意去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并去尝试使用线上功能，给他们
的生活带来便利。今年中秋节
那天，有一位我帮助过的阿姨，
用陶笛吹了一曲《但愿人长久》，
用我刚教会她的手机录音功能，
在微信上发给我。

青年报：对老年人的晚辈有

些什么建议？

丁诗佳：很多老年人不好意
思问自己孩子，其实多数孩子还
是有耐心且愿意教的，但像打
开App、下单付款、输入文字，这
些自己一分钟就能搞定的操作
流程，对于父母来说，要教上好
几遍，他们时不时蹦出各种各
样的问题……似乎每一步操作
都存在重重障碍。当学得慢、
太复杂成为他们的苦恼时，让
我们用最基础的方法带他们融
入智能生活。

帮老年人
融入智能生活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中午时分，走进陆
家嘴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梅
园分中心的社区食堂，一个身穿
蓝马甲的女孩正在指点老年人
如何用智能手机支付。她叫丁
诗佳，是东华大学新闻与传播专
业研二学生。

这是一个有着陆家嘴特色
的“金融智能食堂”，餐碟都带着
芯片，老年人“刷脸”支付，但需
要智能手机绑定支付宝账号，老
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支付怎么
办？于是，由陆家嘴企业发起的

“蓝马甲”助老志愿者应运而生，
丁诗佳便是其中一员。

上岗第一天被质疑：你
们是哪里的？

眉清目秀的丁诗佳上岗第一
天，却被老年人们质疑了：“你们是
哪个单位的？”“你们想做啥？”

蓝马甲给他们介绍志愿服
务内容时，老年人们下意识地抵
触和不接受：“我不会被诈骗的”

“我们用手机啊，教了也记不住，
算了算了”……这时，丁诗佳发
现，老年人之所以排斥智能支
付，一方面不会用，更主要的原
因是不敢用，生怕自己账户里的
钱“不翼而飞”。

丁诗佳当过新冠疫情志愿
者、马拉松志愿者，却是第一次
当助老志愿者。

面对老年人开头的不信任，
她并不多解释，而是每周三都准
时出现在食堂，不信任、不接受
的问题自然而然就都解决了。
有一次，她周二去，熟悉的老年
人问她：“你今天怎么来了？我

记错了吗？今天不是周三啊？”
渐渐地，老年人们愿意向她敞开
自己的手机。

一段时间后，老人们切实感
受到了“刷脸”支付的便捷，也没
有老年人发现账户异常。他们
跟这些孙辈的年轻人熟络起来，
也愿意学习智能支付。

丁诗佳是宁波人，为了便于
跟老年人沟通，她学起了上海
话。她研究各种App的适老版入
口，教老年人不能用“本地保存”
之类的专业术语，而是要说“点
开设置小齿轮，找到太阳、月亮
图标就可以设置了”。

写下志愿者日记，记录
服务时的感受

丁诗佳写了一本志愿者日
记，记录下自己在这里服务时遇
到的老年人——

“今天很有趣，老年人虽不
多，但几乎都是咨询地图导航与
网约车的使用。一位爷叔学会后
高兴得不行，打了饭菜坐在我旁
边，边吃边教其他老朋友们。他
女儿是90后，名校本硕，现工作稳
定，一个人搬出去住。爷叔扒拉

了几口饭说，其实他没怎么问过
她手机使用的问题，之前孩子帮
忙在打车软件上存了家里的地址
和常去的地方，但总会有新的地
方要去，总不好意思偶尔回家吃
饭，还让她搞手机的事。年纪大
了，学得慢忘得快，老让高材生反
复教基础操作，怪不好意思的。”

“有一位爷爷，每次都会问
相同的问题：手机 WIFI 怎么连
接？操作过几遍的连接WIFI，回
去扒拉了几口饭，又来问相同的
问题。同行的95后蓝马甲耐心
回答，一步步操作。”

“还有位阿姨，要去养老院
了，想绑定银行卡，连续来了三
周，从如何用手机付款，到如何
用手机绑定银行卡，到如何用手
机打车，如何用支付宝缴水电
煤，每次都只问1到2个问题，她
说学多了，记不住，就是想少麻
烦子女。”这让丁诗佳想起了自
己的奶奶。“每次放假回宁波老
家，奶奶总会把积攒下来的手机
问题，一次性都问一问。”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丁
诗佳有一个愿望：多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帮助有需要的老年人。

丁诗佳在帮老年人学用智能手机。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