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5日晚饭后，刚刚忙完家务
坐下来，天元区恒大华府小区的杨
奶奶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点开常
用的软件，为一大家子采购明天所
需的蔬菜和水果。“现在买，明天上
午就能到。大热天不用走很远逛菜
市场，方便！”杨奶奶说。年过六十
的她是一群老年朋友中最会“玩手
机”的，买菜、买日用品、买衣服，她
已经习惯网购。

“不学不行。我曾去医院看病，
起个大早也没赶上好时候。”杨奶奶
后来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是在网上
挂号，看着挂号的时间去就行。这
之后，杨奶奶主动向晚辈们“拜师学
艺”，从最开始用微信跟大家交流，
到慢慢学会各类操作，现在还能拍
点短视频。“互联网开启我的新生
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杨奶奶
说。

“以前总说孙子是低头族，现在
我也有点控制不住自己。”杨奶奶哈
哈一笑。她认为，虽然年纪大了，但
不能“服老”。当下社会，不学会“玩
手机”，那就是真的“老了，没有用
了”。

网上购物、移动支付、线上挂号……移动
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
生活。然而，对很多老年人来说，便利的
科技反而带来不便：用不了移动支付在难
以找零的超市着急，快递就在面前的柜子
里但取不出，起大早去医院排队却因无号
失望而归……

根据最新统计，我市60 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达 19.92%，人口老龄化特征
明显。智能时代，如何不让老年人成为数
字生活的局外人？今年市两会期间，市政
协委员王霞等联名提出提案，建议助力老
年人更好地融入智能生活，让他们更好地
适应智能时代、共享科技红利。这一建议，
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采纳。

不做数字生活的局外人
政协委员建言帮助老人融入智能生活，让他们共享科技红利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罗欣

“互联网开启我的新生活！”

无法取出快递柜里的快递，不会自主结账，不会自助买票

如何化解这一尴尬状况？王霞
有话说。

民政部门应引导社区参与网格
化智能助老，精准识别困难群体；电
信供应商提供老年人智能应用辅
导，开展老年人“微讲堂”服务。可
以引入志愿者、年轻学生、爱心企
业、热心网友等开办一些免费的课
程，教会老年人操作智能化应用
APP。

在推进智能服务的同时，民生
类服务还应保留一定比例的传统
渠道。如在医院、银行、超市、售票
处等地方保留传统服务窗口，在智
能服务窗口则安排专人指导老年
人使用，让其循序渐进地过渡到智

能生活。
在支持老年人“触网”的同时，

也要加强虚假信息的整治力度和老
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特别是
对老年人关注度较高的养生保健
品、养老理财等热点领域，要经常性
开展专项督查，提高老年人的安全
意识与反诈骗能力。

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5G 等技术，研发老年
人可穿戴设备，探索开展远程实时
查看、定时定位、健康监测、紧急救
助呼叫等服务，让更多老年人体验
到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传统渠道+专人指导，让老年人循序渐进过渡到智能生活

然而，生活中像杨奶奶这样的
“时髦老人”并不多，不少老年人从
未享受到智能生活带来的便利，反
而经常面临“数字鸿沟”。

市政协委员王霞调研发现，老
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智能化设备不会使
用。因为不熟悉输入法运用、互联
网 软 件 功 能 ，很 多 时 候“ 无 从 下
手”。在使用时，老年人也经常担心
因为误操作造成损失，加上视力不

好或手脚不便等身体健康问题，新
款智能手机不会操作且没有人指
导，他们很难适应互联网生活的新
模式。

另一方面，飞速发展的信息化
社会让他们无所适从。不会自主结
账，不会自助买票，无法打车代步，
不能享受商场优惠，无法取出快递
柜里的快递……因为缺乏为老年人
量身打造的相关功能，老年人生活
有时候“寸步难行”。

▲银行工作人员指导老年人使用银行自助设备。
民生银行株洲支行供图

现状

建议

上门服务、银行账户直接
扣费、保留多种“传统通道”……

在利用科技手段便捷市民的同
时，我市一些公共事业单位也在想方
设法服务老年人。

缴费营业厅离家远，“掌上用电”
又不会。国网株洲供电天元支公司
通过“传统方式、专用通道、人工服
务”等渠道，为老年客户提供贴心服
务。如在营业厅增设“1”号特殊服务
窗口，专门为老年人、行动不便等人
士提供优先等差异化服务；为老年客
户提供“延时服务”“上门服务”等，老
年人等特殊客户群体来窗口办理业
务，如果临近下班，将主动延时。上
门服务则是对辖区内的老年或者弱
势用电群体，按照实际情况安排工作
人员上门服务，指导他们在手机端下
载掌上电力、网上国网 APP，并教其
学会电量查询、电费缴纳等网上电力
业务办理。

用水方面，保留多种“传统通
道”，市水务集团在4个城区设立的营
业大厅都开通了“预存水费”功能，城
区的 5 个株百店设立了缴费网点，全
市 108 个邮政银行网点也可进行缴
费。

用气方面，未来燃气用户提供银
行账号，签订三方协议，每月就可直
接从个人银行账户上扣除气费，帮助
老年人更好适应数字化生活。

▲电力工作人员上门服务，为老年用
户讲解各项电力缴费渠道。

企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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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底前完成40%以上
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

为方便老年群众就医，此前，市
卫健委制定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老
年人就医便利服务工作的通知》，全
面启动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优化
就医流程和就医环境，为老年人提供
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保留预约挂
号、检验检查、缴费取药、打印检验报
告等老年人优先就医窗口和人工服
务窗口，设立导诊台（或老年人就诊
服务处），支持老年人使用现金或银
行卡支付，切实解决老年人在应用智
能技术看病就医方面遇到的困难。

开展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印
发《株洲市开展建设老年友善医疗机
构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全市综合性
医院、中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到今年底前完成
40%以上，到2022年底前完成80%以
上，市直医疗机构完成100%”的老年
友善医疗机构创建目标。

在金融机构，老年人金融服务工
作纳入 2021 年株洲银行保险业“营
商环境优化年”活动的工作任务，将
各银行保险机构助力老年人更好地
融入智能生活作为提高金融服务质
效予以考核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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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前三年

她决定和同学一起挑战“新高考”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 通讯员 刘艺琴 杨斯琦

扬起笑脸 放飞梦想

团体活动“集体按摩操”和“马兰
花开”等营造轻松温暖的氛围，“成功穿
越”“鱼跃龙门”等游戏激发学生团结协
作精神……近日，泰山学校举行六年级
学生心理减压活动。图为孩子们将梦
想写在纸条上，装入气球里放飞。

记者 孙晓静 通讯员 包容 摄

劳动竞赛走进幼儿园

先系鞋带，再接着收书本、叠椅子
……日前，劳动技能比赛走进天元区
钻石贝贝幼儿园。

“很多小朋友鞋带散了，还是会依
赖爸妈，但通过技能比赛，孩子们都慢
慢学会了这些技能。”幼儿园相关负责
人表示，更早让孩子们学会劳动技能，
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动手能力，也有利
于培养孩子们爱劳动的习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
通讯员 李水香 摄影报道）

谢师恩，他们办了个
“班主任节”

在同学们心中，班主任究竟是什
么样的形象？日前，株洲市外国语学
校启动“班主任节”，不少同学扮演起
了班主任在课堂上的模样，通过精心
编排的节目，来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

在 244 班，学生上演了一场爆笑
班主任模仿秀。班主任谭老师坐在教
室最后，观赏“自己”上课、训话时的样
子，笑得合不拢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
通讯员 何婷）

“愿你们轻松上阵、超常发挥，成为我最骄傲的关门弟子。”6月4日，55岁的谭东红为南方中学2021届高考生上完
了最后一节英语课。谭东红话毕，台下短暂的沉寂后，迎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对即将退休的谭东红而言，这是她退休前所带的最后一届高三毕业班，也是她的最后一节课。

退休前，毅然接起“新担子”

1987 年 7月，大学毕业的谭东
红来到株洲市南方中学工作。34年
间，她担任班主任12年，任教研（备
课）组长10年，见证了英语科高考
从一开始没有听力，到“新高考”增
加一篇英语写作等数次重大变革。

“三年前，有同事和我说，反正
三年后就要退休了，没必要再去挑
战新高考了，太辛苦，也有太多未
知数。”谭东红说，2018年前，湖南
启动“新高考”的信息就基本明确，

因此有同事向她建议，以后带带高
一年级就好，没必要再去适应新高
考了。但她想了一会，作为单位的
老同志，更应该冲在前面迎接挑
战。于是，她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最
后一个“新三年”。

“英语增加了一篇写作，对学
生、对老师，都是很大的挑战，特别
是我的眼睛。”就在采访前，每当有
学生找谭东红答疑时，她都要戴上
眼镜，皱着眉头仔细查看。

“阅读书写工整的还好，如果
碰上书写不工整、不规范的，真的
会看到流眼泪。”谭东红说，50 岁
以后，老花眼就越发明显，给同学
们批改作业更加吃力了。尤其是
新高考英语科，最大的变化就是增
加了一道写作题，更需要细致地阅
读同学们的写作。为了保证每一
个学生的写作在语法上不能有错
误，并且仔细分析其构思的合理
性，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去看。

“神操作”，她把签名照当成奖品

谭东红的课堂很轻松，有时还
会有同学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谭东红说，有一次上关于文化
的英语课时，为了让同学们更感兴
趣，她以湖南本土说唱歌手刘聪为
例来讲课。期间还随口提到，刘聪
是自己的一位远房亲戚。

这下可不得了，台下一波“粉
丝们”都疯狂了，同学们纷纷向谭
东红索要刘聪的签名照。为了不
让同学们扫兴，她硬着头皮，托亲
友要回了 20 多张签名照，用来表

彰英语有进步的同学。
小 涵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位“ 粉

丝”。为了表彰小涵进步的表现，
谭东红送给了小涵一张签名照。
小涵则把签名照当作了书签，自称
以偶像为榜样，激励自己更加发奋
学习英语。一段时间后，小涵的英
语成绩还真的提高了。

谭东红老师的这一顿“神操
作”，很快就被其他年级的同学知
晓。其中一位高二的同学，用英语
写了一封长信，细说自己喜爱刘聪

的理由，并讲述了自己将如何以偶
像为榜样，认真学好英语的决心。
经过指导老师细致修改，语法和理
由都准确合理。最终，谭东红老师
又破例为这位同学送去了一张签
名照。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谭东
红说，如果自己的一点努力，能帮
助同学们提升学习成绩，自己很乐
意做一些让他们开心的事情。

像“妈妈”又像“姐姐”

谭东红在课堂上是老师，在生
活中既像是妈妈，又像是知心姐姐。

今年3月，学校完成专业考试
的艺体生临时组成了一个集训班，
谭东红又接下了班主任的重担。

“受到文化和专业成绩的双重
影响，艺体生思想、情绪变化更大，
所以必须为他们做好心理辅导，以
及生活监督。”谭东红说，由于艺体

寄宿生不少，她还要兼顾女生寝室
查寝的任务。女孩子们往往爱聊
天，还有点拖拉，很容易影响个人
和整个寝室学生的休息，她只好不
厌其烦地给学生做工作，提醒她们
注意保障休息时间。于是有同学
说，她像是妈妈一样爱管孩子。

不过，谭东红最开心的，还是
做“姐姐”的感觉。

有一次学校组织社会实践活
动，一位女同学把谭东红称作了姐
姐，让谭东红高兴了好一会。

不过，即使同学们不直接称她
为姐姐，但也一直把她当作知心姐
姐。采访中，一位同学就悄悄告诉
记者，谭老师平易近人，总能和大
家聊一些年轻人关注的话题，就像
是姐姐一样。

愿为年轻人分享教学经验

“在南方中学留下了青春的回
忆，也有太多的留恋。眼下，自己
也和这个老校区一样，即将告别。”
谭东红说，随着南方中学新校区建
成，这届高考毕业生的毕业生典
礼，也将在新校区举行。对新校区

充满希望，自己心中也有满满的不
舍。

她表示，虽然今年年底即将退
休，但很乐意与教研组的老师们继
续分享新高考的经验。她认为，从
新高考的变化来看，英语在学科中

的地位还在提高，增加一道作文
题，更加强调英语的实际应用能
力，也要求考生的知识面更广。

最后，谭东红再一次祝福每一
位考生，放松心情、面带微笑、保持
信心、一切顺利。

▲同学们向谭东红老师鼓掌致谢。 记者 戴凛 摄
▲谭东红为考生做考前答疑。

记者 戴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