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乔

李婆婆和老伴住在沙坪坝区凤鸣香山小
区，儿子和女儿常年在外工作。11月20日，
她来到沙坪坝区凤天路社区，打算为自己和老
伴购买明年的医疗保险。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只能刷卡和网上支付。”
“这是上面规定的，可以刷卡也可以手机

缴费，但不再收现金了！”当李婆婆从兜里掏出
现金，准备缴纳医保费用时，窗口工作人员给
出了这样的回复。

“那我给你现金，你用你们的卡，或者手机
帮我缴一下嘛！”不想再跑路的李婆婆这样提
议，但工作人员以“只能本人的手机和银行卡
购买”为由再次拒绝。

没办过银行卡，还在使用老年人手机的李
婆婆只能悻悻离去……

“工作人员态度还是很好，反复给我解释
是规定要求不收现金，建议我回家找年轻人帮
忙。”回到小区后，李婆婆向周围邻居咨询相关
问题，住在楼下的杨婆婆赶紧“支招”，“找社区
要个缴费二维码，带回来找年轻人缴。”

“说你们有个二维码，我来领一下。”第二天
下午，李婆婆再次来到社区，排队等待20多分钟
后，向工作人员询问如何领取缴费二维码。

“就放在这里，婆婆您自己拿就是。”工作人
员指了指放在窗口台上的一叠“沙坪坝区城乡居
民合作医疗保险2021年度参保宣传资料”说。

“娃儿都很忙，我原本不想麻烦他们，但实
在搞不懂！后来儿子特意回来了一趟，给我们
老两口把医保买上了。”李婆婆告诉记者，买医
保不收现金的情况是从去年开始的，智能化的
操作很方便，但对老年人来说却不便。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李婆婆手中的参保宣
传资料上，正反两面印共印有6个二维码，并
以大面积的图示，详细介绍了重庆医保电子凭
证的激活流程。同时，在缴费方式一栏，明确
写到：用“重庆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
在线客户端、专用移动pos机等缴费方式缴纳
2021年居民医保费。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陪同李婆婆再次来到
凤天路社区。窗口工作人员介绍，针对老年人
没有银行卡和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等问题，现在
已经可以使用现金缴纳医保费用了。

“这样才对嘛！用了大半辈子现金，近年
来竟然不能用了，叫我们老年人咋办嘛！”了解
到购买医保可以使用现金后，李婆婆很高兴，
她还建议在出行、就医、购物、旅游等更多地
方，都能使用现金。

场景四 购买医保

遭遇拒收现金 只能回家向年轻人求助

□本报记者 杨铌紫

12月1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重庆图书
馆，发现位于图书馆一楼的中文报刊阅览区
内，已有几名老人正拿着报纸在浏览。“我们老
年人嘛，起得比较早，一般都是早上9点开门
就进来了。”一位正在看报的李奶奶告诉记者，
她今年68岁，家就住在凤天路，过来很方便，
经常约着小区邻居坐公交车来看书读报。

李奶奶还说，只需凭身份证就能进出图书

馆，如果带了包包就存在门口的储物柜里，要
借书就办张借书卡就行了。

重庆图书馆工作人员也向记者介绍到，
市民持身份证即可进入图书馆，老年人若想
借书，可让家人通过重庆图书馆公众号办理
借书卡或是直接带着身份证到现场办理，有
相关的工作人员协助他们办卡以及如何借书
和还书。

记者走访发现，不仅是图书馆，博物馆、美
术馆、体育馆等场所也同样为老年人群体提供

便利。
进入三峡博物馆，如果老人有智能手机但

不会预约门票，会有现场工作人员帮助买票;
如果老人没有手机或使用的是老年机，工作人
员可以用自己的手机给老人买票，或者请老人
的家人给老人预约。

在重庆美术馆的进馆排队通道，有安保
或志愿者帮助老人现场预约门票，前提是必
须携带身份证;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可以
提前由家人在手机上帮忙预约，约好后，刷

身份证进馆。预约分上午和下午时段，按照
预约时段进馆，过时可由安保协助重新预
约，只要不是春节期间，基本都不会超过可
预约人数。

在奥体中心，也保留了电话专线和人工窗
口，若老人想进入奥体中心内各场馆进行健身
活动，可提前打电话咨询，或是直接到现场购
票进入。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上述这些场所并未针
对老年人张贴相关指示标识或是开辟老年窗
口，这对到场馆现场享受服务的老年人来说，
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不便。

未来，如若在这些公共场所都贴上老年人
相关指示标志，或是为老年群体开辟专门的通
道，将更好地方便老年人享受公共服务。

场景三 使用文体场所

有适老化服务 但大多没设老年窗口

□本报记者 张莎

11月30日上午8点40分，76岁且患有老
年冠心病的王守和婆婆正在沙坪坝某三甲医
爱心挂号窗口排队挂号。

离王婆婆排队三五米远的醒目处，医院树
立着一个宣传展板，告知市民可通过手机预约
挂号或自助机取号。

老人轻轻地摇摇头说：“我晓得，现在年轻
人都在手机上挂号，但流程太复杂了，字体小、
操作难。”

其实就在就医前一天，为了避免硬生生地
排队挂号，王婆婆很有“先见之明”地通过114

查到了医院电话，试着提前挂号，无奈打了一
晚上都没人接听。

记者见到，此时门诊大厅10余个窗口均
排起长龙，其中老年患者占相当比例。医院特
别为老年人、儿童、无智能手机及手机无法完
成支付等患者开设了两个爱心挂号窗口，排队
人群丝毫不逊于普通窗口。

半个小时后，王婆婆挂上了心血管内科的
普通号。走进3楼的候诊室，她一屁股坐下，

“站得我腰都酸了”。
11点半，医生给王婆婆开出了检查单。

走出候诊区，王婆婆对着一排自助缴费机望而
却步。她依然走向3楼的爱心挂号窗口，加入

十余人的排队
队伍。20 多
分钟后，老人
成功缴费，但检查只好下午再做了。

缴完费，王婆婆看见一旁的柱子上张贴着“门
诊预约挂号方式”，她走近仔细看后，却很失望。

“你看，医院能提供现场预约、网络预约、手
机上网预约、邮箱预约、智能服务机预约，但中
间的电话预约号码却被白纸覆盖了。这是我们
老年人唯一方便的方式，怎么就没有了呢?”

就此，记者前往医院一楼大厅的志愿者服
务站询问。志愿者说，医院已取消电话预约，

她推荐记者扫柜台上的二维码预约。
记者又拨打了12320卫生服务热线，接线

员表示，少数医院的确关闭了电话预约渠道，
建议市民可选择其他医院进行电话预约挂号，
但只能在工作日的上午8点到下午6点拨打。

与王婆婆告别时，她忧心地说：“老年人看病
很不容易，对于不擅长运用现代新技术的他们，
希望有关部门和单位给予更多照顾和倾斜。”

场景二 就医

看病好辛苦 何时不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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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技术困难将老人与智能时代别让技术困难将老人与智能时代““隔离隔离””
本报记者模拟体验多场景老人生活本报记者模拟体验多场景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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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曜

老年人如何跨越“数字鸿沟”？罗伟认为，家
庭成员、社工、志愿者乃至企业等多元主体应共
同参与，帮助老年人从心理上克服对智能技术的
抵触，萌发对智能产品的兴趣，全社会共同营造
科技适老环境。同时，家庭成员、社工、志愿者、
市场主体等社会成员与组织也各有分工。

“家庭成员应承担起首要责任。”罗伟表示，
家庭成员是离老年人最近、和老年人最亲，是老
年人最可信赖、最易沟通的人。第一，家庭成员
要发挥“辅导”作用，给老年人购买智能产品，然
后帮助老年人从心理上接纳智能产品，然后教会
老年人出行、挂号、购物等常见的操作；第二，家
庭成员要发挥“代办”作用，对一些无法自行使用
智能产品的老年人，其子女替父母在网上处理挂
号、叫车、购物等服务。

对于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社工和
志愿者可以介入进来。社工和志愿者经过培训
后，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技能辅导老年人使用
智能产品，慢慢说、细细讲、手把手、心贴心地
教会老人。在火车站、公交车站、轨道交通站等
公共交通站台，志愿者也能发挥作用，有针对性
地教导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例如，鸳鸯公交
车站调度室设立移动支付教导站，安排志愿者
教老年人扫码乘车的做法值得推广。另一方
面，作为市场主体的互联网公司也应该在软件
上开发适应老年群体的功能。例如，“滴滴打
车”推出了“滴滴亲亲卡”，老年人打车费可由
亲友代付；“拼多多”兼顾老年人的购物与社交
需求，让老年朋友在购物的同时还能通过微信
分享交流……

此外，全社会在推广线上智能技术应用的同
时，也要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保留线下服
务。罗伟称，“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方便了大
家日常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线下服务体
系的建设和优化，线上与线下互补才能更好地帮
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专访重庆社科院法学与社会学

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罗伟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老年人

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化服务作出部署。

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哪些场景会遭遇运用智能技术困难？我们能提供的辅助解决措施和服务如何？重庆日报

记者寻找了多个老年人生活场景进行模拟体验。其间，我们发现了很多单位正在努力提

升适老化服务，帮助老年人克服智能技术困难，但也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完善。

我们期待读者朋友与我们一起去寻找需要改进的细节，贡献你们的智慧和建议。

□本报记者 余虎

《重庆市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激励措施
(2020年度)》停车费减免政策规定，新能源汽车在
机场、火车站、公交及公路客运站场、驻车换乘
(P+R)、公园、文体场馆等配建的收费停车场(库)
和特级公共停车场停放免收停车费;新能源汽车
在市政道路的路内停车位停放免收停车费。但
政策实施两月，这一激励政策却难落地。11月
30日本报以《部分公共停车场仍对新能源汽车收
费 政策出台两月为何落地难》为题作了报道，
引来读者大量反馈，他们或发来邮件，或来电反
映，或在稿件留言区留言，现摘录如下：

支持声音>>>

网名青青：好政策贵在执行到位，免费停车
政策激励引导作用大，应该细化政策措施，比如
给停车场悬挂显著的免费停车标志。

网名一哥：这个好政策咋不知道呢，难怪停
车场业主不执行。

市民刘先生：停车场主管部门尽职没有，好
政策不能落空哇。

网名江南：关于新能源车激励政策是贯彻落
实全市汽车摩托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精神
制定的，关系我市汽车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坚决
推行。

建议声音>>>

网名急诊男：政策执行要考虑社会成本，停
车场业主也要生存，要有适当补贴吧。

网名斗一角：能否指定几个专用新能源车
位，来解决这个难题。

网名蜀山居士：新能源车免费停车还是要规
定时长，比如两个小时内免费，超过优惠计费或
正常计费。

重报热话题，不能没有你。重庆日报App民
生频道欢迎你加入热话题的讨论，我们将在留言
区与你相见。

新能源车免费停车
激励政策为何难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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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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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热话题①

□本报记者 周松

11月30日，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
队交通违法处理大厅里，不少市民正在使用自
助处理终端处理交通违法。

大厅正中央，有2名民警通过服务窗口，
在为群众处理交通罚单。61岁的市民陈大爷
前不久因乱停车被处以200元的罚款，虽然现
在网上可以缴纳罚款，但是陈大爷并不会操
作，只得通过线下处理。

在查看了陈大爷递交的身份证、驾驶证和
行驶证后，民警随即开具了一张交通违法处罚
决定书，告诉陈大爷，他只需要拿着这张决定
书，15日之内到指定银行的任意一家网点缴
纳罚款即可。

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综合大队民
警余显芳告诉记者，网上处理交通违法需要先进
行实名认证和车辆登记等操作，年纪大点的驾驶
员操作起来或许有难度，因此仍有约7成的交通
违法是通过线下处理，为此九龙坡交巡警在支队

和各大队都设置了专门的交通违法处理窗口，有
部分大队还特地在人流密集的商场等地设置
了交通违法处理点，方便群众处理交通违法。

记者在渝北区公安分局黄泥磅派出所看
到，来派出所办理身份证补办等业务的市民并
不多。需要补办身份证时，只要带上户口本、
医保卡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有效证件即可。

据了解，补办身份证除了需要提供能证明
身份的相关证件外，还需要拍摄照片和录入指
纹。在办理身份证时，民警会手把手教办理人

如何录入指纹。而在派出所里则有自助拍照
的机器，办理人可以通过机器自助拍照。如果
是不会使用自助拍照机的老年人，民警则会通
过相机手动给办理人拍照。

渝北区公安分局人口支队支队长陈一萍
告诉记者，对于部分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公安
机关提供了上门办理身份证的业务。老年人
告知辖区派出所后，民警会带上能够连接公安
内部网络的专用设备和指纹仪、照相机等，上
门为老年人办理身份证补办等业务。

前不久，家住黄泥磅的78岁老人邹大爷
不慎将身份证遗失，但因他常年卧病在床不能
到派出所补办身份证，又急需身份证办理医保
手续，人口支队就派出民警到邹大爷家中为其现
场采集指纹、重新拍照，补办了老人的身份证。

场景五 处理违章和办证

使用智能终端困难 民警可提供人工服务

□本报记者 崔曜

记者随机点开打车软件，在设置页面发
现了针对老年人的“关怀模式”。点击“关怀
模式”按钮，软件的页面发生改变，字体变大
了，也更清晰了。

记者发现，“关怀模式”下打车的流程也简
化很多。老年人可以提前保存几个常用的地
址，叫车时可以快速选择。子女可替父母预设
好目的地，老人出门时点击地址即可叫车。

完成行程后如何支付也困扰着老年
人。目前打车软件上也开通了“亲友代付”
功能，但需要老人的亲友提前为其设置绑定
代付账号。

12月2日上午11点07分，记者模拟老
年人叫车去重庆图书馆，然后选择打车软件
的“亲友代付”功能。大约21分钟的行程结
束后，共23.58元的账单直接通过记者绑定
的亲友账号完成了支付。

家住南岸区融侨半岛的王玉英今年75

岁，近段时间一直努力学习使用打车软件。
“今年春节我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智能手机，
也下了‘滴滴出行’软件，我用起来还是比较
困难。”王玉英称，“普通的操作还行，但是注
册账号、绑定银行卡这些比较复杂的操作，
我还是有点懵。”

李航是607公交线路的驾驶员，
该线路往返于两江新区鸳鸯站至南
岸区盘龙花园站。“我们每天都会遇
到这样的老年乘客，他们中有的人既
没有公交卡，随身也不带零钱，有手
机但不会用移动支付。”

“我们目前在乘客比较集中的鸳
鸯公交车站调度室，设立了移动支付
教导站。”公交集团两江公交二分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教导站每天都
会有专人接待前来求助的老年人，手
把手地教老年人使用手机二维码支
付。下一步，公交集团将推广移动支
付教导站，更多地方便老年市民。

场景一 网约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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