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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用、不敢用、易受骗……
谁来帮老年人迈过“数字鸿沟”？

血压计、减脂仪、隐形眼镜：
公众如何用得安全？

扫码支付、乘坐网约车、出示健康码……当今社会，手机等智能设备似乎

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面对生活方式巨大变化所带来的“数字鸿沟”，老年人群体面对智能设备

“不会用”“不敢用”“易受骗”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又

该如何解决？重阳节来临之际，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上亿老年人还未“触网”

“十一”黄金周期间，一张无锡火车站设

置无健康码通道的照片获得海量网友点

赞。照片中的指示牌提示：“无健康码由此

进入”，并列出了“老人机、手机没电、无微

信、不会操作、无手机”等多种适用情况。

评论区有网友评论：“一座城市的温度体

现在，它是如何对待那些被遗忘的少数人。”

现实生活中，老年人群体往往会成为“被遗忘

的少数人”。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到9.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7%，

但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仅为10.3%。

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到

2019 年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比例约为18.1%。据此测算，仍有上亿老

年人没能搭上互联网的“快车”。

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的老人秦

红花今年 78 岁，尽管这两年在家人的劝说

下换了智能手机，但对于老人来说，这台功

能繁多的“智能机”却和之前的“老人机”没

什么区别。

“年纪大了，学东西慢，到现在也就学会

了接打视频电话，其他功能基本都没用过。”

老人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到公共场合，都得

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才能出示健康码，网上挂

号、交水电费之类的“复杂操作”，没人帮忙

时就只能“干着急”。

“面对智能设备，不少老年人主观上存

在‘学习恐惧’，对智能设备和新技术的接

受、学习能力也比较弱。”中国老龄科学研究

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表示，当下各种智能设备

和应用在设计、研发时也很少考虑到老年人

等特殊群体的需求，给他们接受新事物带来

了一定的阻碍。

网络诈骗风险不容忽视

近日，一则江西赣州一位六旬女士因迷

恋短视频中的“假明星”而离家出走的新闻，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据新闻描述，该女士今年年初换了一部

智能手机，开始接触短视频，在某短视频平

台刷到了一个顶着明星头像的账号后便沉

迷其中，甚至因故离家出走，家人无奈之下

只好向警方求助。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仿冒视频在多个

短视频平台上都有存在，这类视频多采用

“视频画面+后期配音”的手段，以花言巧语

蒙骗不明真相的中老年人，并骗取其财物。

与此同时，各种以“震惊”“快转发”等耸

人听闻词语为标题的不良信息也盯上了老

年人群体。老年人往往因为接收信息渠道

有限、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成了这些不良信

息的传播者，甚至迷失自我。

腾讯 110 平台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

示，仅2019年上半年，腾讯110平台就受理

45岁以上中老年人被骗举报2万余次，其中

97%受骗的中老年人有产生资金损失，损失

金额超过万元的占7%。

同时调查报告，中老年人生活中常遇到

的六大诈骗类型为交易诈骗、返利诈骗、交

友诈骗、兼职诈骗、仿冒诈骗以及金融信用

诈骗，其中交易诈骗、返利诈骗、交友诈骗合

计占比超过60%。

“老年人对网络信息真伪的辨析能力以

及维权能力都相对较弱，往往会成为不法分

子的‘首选目标’。”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

务中心主任卢明生认为，部分网络平台片面

追求流量，没有承担起信息审核的责任，放

任虚假不良信息传播。同时，相关监管部门

对涉老网络诈骗的监管力度也有待提升。

让老年人乐享数字新生活

对于老年人来说，互联网就一定是“洪

水猛兽”吗？事实也并非如此。

某短视频平台上，75 岁的老人杨北海

西装革履、举止优雅，以独特的视频内容和

风格吸引了1400多万名粉丝的关注。

由 4 位平均年龄超过 67 岁的成员组成

的“时尚奶奶”也在短视频平台上走红，在她

们发布的150余条短视频里，点赞量最高的

达到了70余万次。

……

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50 岁及以上

网民群体占比由 2020 年 3 月的 16.9%提升

至 22.8%，互联网进一步向中高龄人群渗

透。同时，6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人均手机

APP数量已达到44个。

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如何帮助老年人

越过“数字鸿沟”，避免其遭受网络诈骗侵

害，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党俊武建议，智能设备、应用设计与研

发，都应该考虑到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需

求，视情推出“老年版”“易用版”，降低老年

人的使用难度。同时，应健全老年协会等基

层老年组织建设，让独居老人、留守老人等

群体在面临困惑、遇到困难时“求助有门”。

“网络平台要加强对内容的审查与筛选，

严格落实用户的实名制认证和管理，不让平

台成为不法分子的诈骗工具。”卢明生建议，

在加强对网络平台监管的同时，有关部门也

应加强对老年人网络和法律知识的普及力

度，让老年人在使用网络产品时，了解其背后

的风险，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

“双11”在即，小到隐形眼镜、体温计，大到血压计、减脂仪，这些常用的

健康美体产品你加入“购物车”了吗？实际上这些产品都属于医疗器械范

畴，人们在购买和使用时容易出现误区，需要学会鉴别产品质量、确保使用

安全。由国家药监局主办的“全国医疗器械安全宣传周”25日闭幕，普及安

全使用常识，守护公众健康。 □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王昆

血压计等产品要查看注册证号
河北省秦皇岛市居民陈淑琴今

年60岁了，由于血压高，她让孩子从

网上买了一个电子血压计，测了几

次结果都不一样，又跑到药店里检

测了几次，还是有误差。

“选个血压计、血糖仪选得头都

大了。品牌很多，关键是能不能测

量准，能不能用得住。”陈淑琴说，很

多老年人对于血压计产品的精准

度、使用寿命等表示疑虑。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家医疗器械制造企业，

该公司研发中心项目经理王辉介

绍，一款合格的电子血压计需要经

过20多道生产工序，需要逐台检验，

并且在出库前进行二次抽检。

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评审

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一些常见的

产品比如电子血压计、电子体温计、

超声雾化器、家用呼吸机，包括一些

理疗设备等都属于医疗器械。

这位负责人说，消费者需要在

产品标签、说明书或者产品包装上

找到它，并通过国家药监局官网查

询，如果该证号是真实的，注册信

息，与注册证上的内容一致。如果

找不到注册证号，无法判断其合法

性，则不能购买。

减脂仪产品需明确使用风险

“全面塑形、安全无创、舒适无

痛”，近来一种声称“躺着就能瘦”的

聚焦超声减脂仪产品吸引了很多爱

美人士。这种仪器用高能量的聚焦

超声，破坏腹部皮下脂肪层的脂肪

细胞。从产品原理看仿佛人人适

用，那么，传说中的“爆脂黑科技”真

的安全有效吗？

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评审

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聚焦超声减脂

不同于一般的瘦身或减肥手段，使用

聚焦超声减脂仪产品属于医疗行为，

必须在医疗机构中由具有资质的临

床医师使用，否则风险无法控制。

目前，市场上有部分商家用免

费体验的方式推销，夸大宣传医疗

器械产品适用范围或预期用途。消

费者如操作稍有不当，极易造成安

全隐患。

河北省宁晋县市场监管局药品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股股长张勇说，

按摩仪、美肤仪等产品在使用中通

过电源作为动力驱动机器，这类产

品称为“有源医疗器械”，在使用中

有较高的风险，建议消费者从合法

的医疗器械经营和生产企业购买。

隐形眼镜等产品网购需谨慎

近年来，美瞳眼镜、隐形眼镜受

到消费者青睐，不仅产品品种多，线

上销售也成为主流，各种网购平台、

微商销售的产品质量鱼龙混杂，这

让消费者在选购时几乎挑花了眼。

河北省邢台市市场监管局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张凯说，隐形

眼镜产品属于三类医疗器械，风险程

度高。消费者购买隐形眼镜时，需要

做多项检查才能确定是否合适佩戴

和佩戴哪种隐形眼镜，不建议网购。

我国对医疗器械网络经营有明

确的法规要求。针对一些网购平台

的入驻商户无证销售和销售无证医

疗器械问题等网络销售乱象，今年

以来，国家药监局加大对医疗器械

网络经营企业的日常检查力度，对

投诉举报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违规线

索及时调查。

河北省药监局医疗器械监管处

处长张伟建议，消费者通过网络购

买医疗器械时，首先查验销售方的

资质，如医疗器械网络经营备案；其

次要查验产品的合法性，如注册证

号、生产许可证号；最后要留意的是

一定要索取票据或者销售凭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