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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使用智能设备

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 60 周岁及
以上人口已增至 2.54 亿。 生活中，因不
会、不敢使用智能设备给很多老年人造
成困扰。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根据
防疫规定，取消现场挂号服务一事引起
老年人的异议。 “我不会用手机，有事儿
用座机就行，丢了多麻烦。 ”今年 86 岁
的老人张军福告诉记者，原来儿女给他
买过一部老年手机，一个星期也用不了
一次，拿着去公园弄丢后，他再也不用
了。 “儿女每周都来看我，还给我买很多
食品，更不用手机支付了。 我没事儿就
在楼下遛弯，和老朋友聊聊天。 ”

张军福表示，有时候去医院挂号开
药，虽然有志愿者指导如何操作自助挂
号机，但用了一辈子人工挂号，还是不
习惯。 “有时候好多人排队，我眼神不好
看不清，就怕人家催，要是没有人教真
不行。 ”

《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
示，46.3%的中老年人从未用过手机支
付，只有 17.4%的中老年人经常用。 记
者发现，很多老年人开始对智能设备产
生怀疑和畏惧心理。

我国 2 亿多老年人中，有相当一部
分正在饱受“数字鸿沟”困扰，支付、看
病、出行都面临诸多困难。 北京市老龄
办、北京市老龄协会在智慧助老行动倡
议书中提出倡议，帮助老年人迈过“数
字鸿沟”，需要社会通力合作。 车站、机
场、公园、银行、医院、商场等公共场所，

提供必要的信息引导和人工帮扶；建立
“无码绿色通道”，采取替代措施；保留
现金支付及线下办理渠道，改善“面对
面”服务。

怕家中摔倒

74 岁老人吴有俊今年夏天在家中
洗澡时不慎滑倒，导致小腿骨折，卧床
休息了 4 个多月， 现在出行成了她的
“心结”。 “人老了真的摔不起。 ”吴有俊
告诉记者，“一朝跌倒，十年怕摔。 ”

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
倒已成为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
死的首位原因。 根据测算，我国每年有
4000 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 1 次跌倒，其
中约一半发生在家中。 业内人士表示，
因居家环境因素造成摔倒的比例高达

85%，家庭适老化改造迫在眉睫。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说 ：

“每位年龄超过 60 岁的老人，其家庭都
应该进行适老化改造，一次改造可为老
人服务 20 年至 30 年，这种通过改变生
活环境减少高风险伤害的方式，是积极
应对老龄化的具体体现。 ”

此外，家中聘请看护老人的保姆也
偶发极端案例。

今年 9 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对一起保姆虐待老人案件进行了一审

宣判。 被告人张丽（化名）因犯虐待被看
护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禁止从
业看护三年。 不少网友表示，“这个保姆
的行为令人发指，太心疼了。 ”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保姆作为照
顾患病老人生活的服务人员，本应对被

看护人悉心照料、保护，但其却违背职
业道德和看护职责要求，对被看护人进
行伤害，其行为严重损害了患病老人的
身心健康，已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

针对此类问题， 受访业内人士表
示，养老行业入职门槛低但专业性很强，
尤其是对卧床老年人的服务，工作繁重，
不仅需要专业操作，还需要与老人交流，
使他们配合。 他建议，行业协会及社会组
织可为从业人员定期组织心理疏导，加
强沟通技能培训， 帮助家政人员为老年
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子女也应在工作之
余，多倾听、多陪伴老年人，满足老年人
情感需求，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

怕“养老钱”被骗
推销保健品骗取钱财，虚构海外投

资项目集资，以婚恋名义诈骗……老人
们的“养老钱”常被不法分子觊觎。 此
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 4
起涉老年人群体被诈骗典型案件。

随着老年人投资理财需求的增长，

一些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为幌子、以虚
假项目为包装，通过广告宣传、免费活
动、情感关怀等营销手段诱导老年人参
与“投资理财”，造成老年人财产损失。
同时，由于老年人精力有限、风险意识
和维权意识薄弱，在金融消费中往往成
为弱势群体。

例如， 在其中一起集资诈骗案中，
被告人广某以投资国外某国际娱乐城

项目、投资理财等名义，承诺每月向被
害人支付高额利息， 先后骗取 40 余名
老年人集资款 7000 余万元。 经审理，广
某的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无
期徒刑。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罗

珊表示，高收益往往伴随高风险，老年
人心理上很难经受投资上的重大亏损，
因此在投资理财时一定要审慎。 在选择
理财产品时，老年人要审慎识别投资理
财推介信息，不要贪图小利。 同时，一定
要保持理性，切莫盲目“跟风”投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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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掌柜的恭敬回答，“紫禁城里
开集市，这也是开天劈地头一遭儿。 昨日
冯老公公指示，索性造一家酒肆，让万岁
爷和两位太后娘娘见个新鲜。 ”

李太后朝冯保一笑：“原来是你的主
意，为何将这酒家取个老神仙的名儿。 ”

“这名儿也是武宗皇帝爷取的，”冯保
解释说，“有一年，武宗皇帝爷领兵到了大
同，进了一家酒店，花两千两银子吃了三
菜一汤，他说那是他平生吃得最好的一顿
饭。 能吃这种饭，也算是老神仙了。 从此，
那家酒店便改了名儿，叫老神仙酒家了。 ”

“原来这里头还有典故，”朱翊钧一脸
疑惑，追问道，“武宗皇帝爷吃的那三菜一

汤，都是些什么肴食儿，能值两千两银子，
该不是让人坑了吧。 ”

“哪里有人敢坑皇帝爷？ ”冯保故弄
玄虚地回答，“三菜一汤， 实打实要两千
两银子。 ”

朱翊钧闹不清楚两千两银子的实际

价值，鼓着腮帮子想了想，又问：“一两银
子能不能买一只鸡？ ”

“哪有这么贵的鸡，”李太后笑道，“早
年的价码儿咱知道，一两银子能买八只鸡
左右。现在能买多少，咱也不太清楚了，掌
柜的，你说能买多少？ ”

“大概十只鸡吧。 ”
“唉呀呀，这我就明白了，”朱翊钧两

手一拍，大着嗓子嚷起来，“一两银子十只
鸡，两千两银子就是两万只鸡，武宗皇帝
爷是个什么肚皮儿，一顿能吃那么多？ ”

屋子里爆发出一阵笑声，一帮贴身内
侍叽叽喳喳夸赞万岁爷精明。冯保觉得受
到了奚落，但他不气不恼，仍笑模笑样地
解释：“如果是吃鸡，当然用不了两千两银
子，但人家武宗皇帝爷，吃的不是鸡呀。 ”

“那吃的是什么？ ”
“一盘豆腐，一盘瓜籽仁，一盘青菜，

一碗汤，就这清清爽爽的几样。 ”
“再清爽，也不值两千两银子呀？ ”朱

翊钧仍不服气。
冯保笑道：“万岁爷， 您别和老奴抬

杠，你若不信，现就在这老神仙楼里烹出
一顿，你吃着试试，如何？ ”

“这临时搭盖的酒家，能做这样精致
的菜肴吗？ ”这次问话的是陈太后。

冯保答：“酒家虽是临时搭盖的，但真
正执事的还是御膳房的大厨。 ”

“母后，咱们就在这儿见识见识吧？ ”
“也好，”李太后点了点下巴颏儿，笑

道，“两千两银子一顿饭，不要说吃，咱听
都没有听说过。 ”

李太后一发话， 陈太后便无异议，两
人走到八仙桌边对面而坐，朱翊钧不敢僭
越坐上主位，而是在下首叨陪末席。 一时
间，除了冯保留下侍候，余下的内侍都躬
身退了出去。

大约一盅茶功夫，掌柜的从里屋掇出
第一道菜来。一盘溜得红红的圆型薄肉片
儿，上面撒了些翡翠葱花，样子很是好看，
朱翊钧问道：“这是什么呀？ ”

“瓜籽仁呀。 ”站在李太后身后的冯
保，笑着答道。

“这肉片儿小小巧巧的，倒像是瓜籽
仁。 ”李太后说着，便邀陈太后举筷，她挑
着吃了一口， 不免惊呼道，“这是什么肉
呀，这么滑爽。 ”

朱翊钧大嚼了一口，也称赞道：“味道
真是不差。 大伴，这是什么肉呀。 ”

“八哥的舌头。 ”冯保答。

“八哥的舌头？ ”朱翊钧小心翼翼挑
了一片“瓜籽仁”放到眼前细看，诧道，
“八哥的叫声最好听， 这一盘小舌头，全
是八哥的？ ”

“全是。 ”
“那得要多少只八哥呀？ ”
“一千多只。 ”
“这么多，上哪儿找去？ ”
“到树林子去逮呀，”冯保耐心解释，

“这一盘舌头， 大概要几十号人忙乎半个
月呢。 一只八哥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舌头
了，取了舌头，八哥肉就没啥吃头。 ”

“啊，难怪价码儿高。 ”朱翊钧感叹。
第一盘菜上来就让太后与皇上胃口

大开，掌柜的趁机问道：“太后娘娘，你们
还喝点什么？ ”

“你是说喝酒？ ”李太后问。
“是呀。 ”
李太后对朱翊钧管教极严，十六岁之

前连酒杯都不让他碰， 满了十六岁后，允
许他一年三节喝一点御酒房自酿的补酒，
但也仅是一小杯而已。今日“逛集市”找乐
子，她决定破一回例，便拿眼扫了一下酒
柜，问道：“都有些什么酒？ ”

“六月伏天， 喝不得烧
酒， 奴才这里准备了几种甜
酒，不伤脾胃的。 ”

“最好的是哪一种？ ”

熊召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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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智能、怕跌倒、怕被骗
———老年人这三个生活难题如何解？

怕用智能设备、怕在家中跌倒、怕财产被骗……近年来，不少年
轻人发现，自己的父母、长辈在生活中变得“畏首畏尾”，不仅害怕因
为自己糊涂给儿女造成负担，还怕成为别人眼中的“累赘”，老年人
这些“痛点”问题该如何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