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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出台方案，助力老年群体“敢用”“用好”数字新产品

填平“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红利”
面对数字新产品，不少老年人有着

“不敢用”“用不好”的烦恼。如何破解难
题？日前，四川通信管理局、经济和信息
化厅联合印发《四川省促进数字技术适
老化高质量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年底，四川省数字技术适老化发展
基础更加牢固，数字产品与服务供给质
量不断提升，数字技术适老化服务体验
显著升级，数字技术适老化产业生态初
步形成，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中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稳步提升。

《实施方案》具体有哪些措施，将如
何助力老年群体共享“数字红利”？记者
就此进行了采访。

从供给端出发
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好用”产品

“字太小了，戴上老花镜都看不清”
“操作麻烦，总是不知道该点哪里”……
老年人在使用APP过程中，常常遇到看
不清、找不到、不识字等“拦路虎”。

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实施方案》
明确将提升数字技术适老化产品服务供
给质量，手机等智能终端的适老化改造
被列在重点任务首位。“手机是老年人生
活中最常使用的智能终端，它的改造对
其他行业产品具有示范意义。”经济和信
息化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引导企业推
出适应“老年模式”的手机等智能终端，
通过语音识别、人机交互等技术有效简
化操作。同时，将配套推动手机等智能
终端产品及使用手册、视频教程的适老
化改造。

除智能终端外，围绕新闻资讯、社交
通讯、生活购物、医疗健康、金融服务、学
习教育、交通出行等七大领域，相关互联
网网站、手机APP及小程序企业要积极
开展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不仅要通过改造的方式被动适应，
《实施方案》还明确“主动作为”导向，引
导社会资本主动进入养老领域，用智能
化的手段为老年人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服务。这与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的“围绕解决老龄化问题增加养老服务
产品供给，发展银发经济”等内容不谋
而合。

据《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预测，
从2020年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
费潜力将从约4.3万亿元增加到约40.6
万亿元。数据显示，四川省60岁及以上
人口达1816.4万人，老年人口规模居全
国第三，占人口总量的21.7%，已进入深
度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作为由人口
结构转型引领的新型经济产业，市场空
间巨大。

以服务老年人生活为核心，《实施方
案》提出将引导厂商积极开发智能辅具、
智能家居和健康监测、养老照护等智能
化终端产品，加快推动“健康管理类可穿
戴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备”“医用机器
人”等以人工智能为纽带的健康养老产

品的推广使用。
部分企业已从中看到商机。成立于

2021年的四川八维九章科技有限公司瞄
准智能养老产品市场，开发了智能生命
体征监测仪、智能跌倒监测仪等产品，运
用毫米波雷达射频技术对居家老人进行
非接触式监测，当监测到老人有异常情
况时立即报警。“产品既能帮助子女解决
老人照看问题，又不需要老年人额外操
作，降低使用门槛，目前市场表现很好，
我们还在积极开发系列新产品。”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

从需求端出发
助力银发一族无障碍“触网”

“相比年轻消费群体，老年人更喜欢
传统的消费模式，倾向于简单、直观的操
作页面，对产品的安全性和便利性有更
高要求。”四川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实施方案》从优化数字技术适老化
服务用户体验入手，从老年人实际需求
出发，让数字技术为更多老年人所知、所
感、所用。

为了让老年人的诉求得到快速响
应，《实施方案》提出，优化“一键进入”人
工客服服务，为老年人等具有无障碍需
求的群体提供更优质的电信服务，指导
主要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企业建立客
服热线，为老年人提供“人工直连”电话
服务，畅通老年人诉求响应通道。

为了保障老年人的上网安全，《实施
方案》提出，严禁虚假宣传、恶意诱导老
年人消费，严禁未经同意擅自给老年人
办理收费业务，整治违法违规获取老年
人信息行为。深化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反诈宣传活动，助
力提升老年人防骗意识和识诈能力。

此外，从增加服务均衡性出发，我省
还将开展“数字适老中国行”活动，重点
赴农村、乡镇和欠发达地区一线，开展
4000场以上“银龄数字课堂”数字技术
应用教学活动。

记者注意到，在提倡拥抱数字化的
同时，《实施方案》明确，各基础电信企业
应保留线下营业厅服务渠道，自营厅配
备爱心专席，设助老服务专岗、提供老花
镜等必要辅助器具，优化现场引导、人工
办理等服务。

以中国移动四川公司为例，该公司
在四川省内超百家门店设置“爱心服务
专区”，千家核心渠道门店设置“爱心服
务台席”，所有门店为老年人客户保留现
金、银联POS等传统支付方式。同时，针
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客户，取消语音提
示和数字选择多重操作，实施营业厅排
号自动识别、优先办理。“我们还创新了
5G视频客服服务，扩大业务服务和办理
范围，已为近万老年人提供服务，使用后
满意度达97.5%，问题解决率超80%。”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寇敏芳

4月春光正好，很多成都市民用骑行
的方式在绿道上开启了赏花之旅，但最
近有市民发现，在携带折叠自行车乘坐
地铁时，会被拦下不允许进站。

有网友通过“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
平台——问政四川”询问成都地铁：“今
年修改后的《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
条例》规定，自行车（含折叠自行车）、电
动自行车都不能带上地铁。考虑电池安
全和体积等原因，电动自行车被禁止还
可以理解。为啥折叠自行车上地铁也要
被禁止呢？”

疑惑
折叠自行车为啥被禁上地铁？
市民认为出行换乘不太方便

确如网友所说，在成都市多个地铁
站，记者注意到，均有“安检提示”牌提醒
来往乘客：折叠自行车被列为禁止携带
物品。

对此，不少市民提出了自己的意
见——

“折叠自行车只要不影响大家公共
出行，还是可以上地铁吧。”乘客王先生
建议，成都地铁可以制定公约，在指定车
厢、指定时间段允许乘客带折叠自行车

上车。“成都有很多绿道，很多人喜欢在
周末骑行，让自行车上地铁也是方便大
家交通出行。”

折叠自行车被禁止带上地铁，受影
响的还有代驾司机群体。

“还是挺不方便的，现在回家成本都
高了。”代驾司机杨师傅告诉记者，平时
工作他都带着折叠自行车，有时候代驾
接的单子离家远，送完客人后，他会乘坐
地铁再骑行回家，但是新规实施后，折叠
自行车不能带上地铁了，一旦接单远了，
没办法骑车回去，就只有打车，“成本太
高了”。

从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多数市民
觉得折叠自行车折起来了体积较小，也
不怎么影响别人，不明白为何会被禁。

回应
禁令是出于安全考虑

如果折叠自行车包装完好可携带

对于折叠自行车不能上地铁的问
题，成都地铁曾公开回应过原因——

折叠自行车可能对其他乘客和地
铁设备造成安全隐患。比如乘客携带
折叠自行车进站后，可能会将自行车
展开在车站或列车车厢内骑行，会对

其他乘客及车站设备构成安全隐患。
而且，自行车即使经过折叠，在高速行
驶的车厢内，钢筋铁管也对乘客安全
威胁较大。

此外，携带折叠自行车的乘客上下
车时经常出现自行车磕碰车门、屏蔽门、
闸机等设备，长此以往会对设备造成严
重的损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禁令并不是
“一刀切”。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在“问政四川”上回复表示：若网友携
带的自行车包装完好则视为行李，满足
长宽高相关规定的，即长、宽、高之和不
超过1.8米且长度不超过1.6米，则可以
携带。

所谓的“包装完好”具体是什么标准
呢？用塑料袋把折叠自行车罩着算不算
包装完好？

对此，成都地铁客服工作人员也进
行了解释：包装完好，不可视，也无法拆
卸安装，从外观上看不出是自行车，就可
以视为行李携带。也就是说，如果只是
用袋子罩着折叠自行车，是无法携带进
站的。但如果是原厂整箱的包装，还没
有打开安装过，也可以携带。

据川观新闻

骑行者遭遇成都地铁禁令

折叠自行车为何不能上地铁？
四川省2024年专升本
“五统一”首考结束
4月22日起可查成绩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江芸涵）4月7日上午，我省2024年普
通高校专升本“五统一”首考顺利结束。
记者从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获悉，全省共
有近10万名考生报考，设置考点110个，
标准化考场3486个。

从2024年起，四川省专升本全面实
行统一报名、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
评卷、统一录取。

本次考试期间，省教育考试院组建
视频巡查专项工作组，对110个考点考
试过程进行实时巡查；派出巡考组赴部
分考点，现场检查指导组考工作。同时，
通过各地招考机构向所辖考点派出巡考
组、考点院校间开展交叉巡考等方式，对
所有考点实施全覆盖监督巡查。各考点
院校抓考纪、严考风，筑牢防范打击手机
作弊“五位一体”防护网，做到智能安检
门全配备、无线电信号（含5G）屏蔽全覆
盖、考务工作人员培训全覆盖、手机集中
管理全落实。

根据工作安排，考生可于4月22日
起自行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
本人考试成绩，并打印成绩单。对成绩
有疑问需申请成绩复核的考生，可于4月
23日上午9点至4月24日下午5点在生源
院校登记申请复核。

♦目标——

●到2025年底，四川省数字技术适老化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数字产品与服务供
给质量不断提升，数字技术适老化服务体验显著升级，数字技术适老化产业生态初
步形成，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稳步提升

♦手段——

●引导企业推出适应“老年模式”的手机等智能终端，通过语音识别、人机交互
等技术有效简化操作。同时，将配套推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及使用手册、视频教
程的适老化改造

●除智能终端外，围绕新闻资讯、社交通讯、生活购物、医疗健康、金融服务、学
习教育、交通出行等七大领域，相关互联网网站、手机APP及小程序企业要积极开展
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引导厂商积极开发智能辅具、智能家居和健康监测、养老照护等智能化终端
产品，加快推动“健康管理类可穿戴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备”“医用机器人”等以
人工智能为纽带的健康养老产品的推广使用

●从优化数字技术适老化服务用户体验入手，从老年人实际需求出发，让数字
技术为更多老年人所知、所感、所用

●开展“数字适老中国行”活动，重点赴农村、乡镇和欠发达地区一线，开展4000
场以上“银龄数字课堂”数字技术应用教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