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版
2024年3月6日 星期三

责编 张丽菊 E—mail:aqwbzk@126.com夕阳红

随着智能手机的更新迭代，线上办事、购物等服务也已经越来越便捷。但对于不太会用手机的老人，在线下场景为
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仍十分重要。记者走访北京市多家医院、营业厅及超市发现，老人如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在看
病、生活缴费和购物等方面会遇到一些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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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 点多，盒马鲜生北京十
里堡店，几位顾客正各自在自助结
账机前结账。一位老先生见此情
景，也尝试扫码结账却没能成功。
工作人员解释道，只能使用现金或
使用盒马App结账。这位老人没带
现金，只好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安装
了App。

李阿姨则走到门店内唯一一个
人工收银台前排队。她说，因为担
心操作失误，自己没往手机里充
钱。“一共是140块7毛。”李阿姨听
到后，从包里掏出现金递过去，再
收起找回的零钱。

“我的孩子经常说，用手机买菜
更便宜！”李阿姨也知道，自己不能
用线上发放的优惠券，享受不到优
惠。但一想到用手机支付，她还是

有点发怵。“我记性不好，学完老是
忘，还是用现金吧！”

在其他超市部分门店，虽然可
以使用现金支付、扫码支付，但部
分商品线下价格与App显示价格不
同，App上的“领券优惠”“限时秒
杀”等促销折扣在线下支付时则不
可享受。

早上 6 点半，位于北京市鼓楼
外大街的新民菜市场已是人头攒
动，每个摊位都在显眼位置悬挂着
收款二维码。不过，仍有一些顾客
保留着使用现金的习惯。年过七旬
的张阿姨已经用了好几年智能手
机，但每天去买菜只用现金，“不敢
给微信绑银行卡，怕有危险。”这样
一来，张阿姨每次出门买菜都得想
着带些零钱，以免商贩找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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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北京市朝阳医院开
了门，70 岁的王阿姨马上走到自
助机前，在医院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挂上了号。

对于王阿姨来说，到三甲医
院看病，预约挂号不算容易。自
己不会网上预约挂号，她的老伴
本来学过，可最近给她挂号时却
遇到了难题。“验证码怎么都输不
对，一直登不上去。”老两口试来
试去也没成功，只好当天早早起
来到医院现场挂号。两周前来挂
号初诊，这次复查又起了个大早
到医院。

虽然网上预约挂号服务已经
日益普及了，但是像王阿姨这样
不会在操作网上预约挂号，或者
没能熟练预约挂号的老人目前还
很多。

“手机没挂上号，我只能到
医院来了！”下午3点多，在北京

市阜外医院门诊楼一层，84岁的
刘大爷面露急色。由于操作中不
小心连续取消了三次预约挂号，
医院App提示他暂停预约挂号服
务30天，刘大爷赶忙来医院问问
该怎么办。

刘大爷掏出手机，打开“掌
上阜外医院”App，向记者展示
了预约挂号页面，在医生姓名下
方，可以看到“医师专长”，但字
体比较小。点进医生个人页面进
行挂号时，显示的则是几十字、
甚至数百字的介绍信息，刘大爷
一连三次都没及时发现自己选错
了医生。

尽管在医院最终通过老年人
绿色通道预约到了几天后的号，
但刘大爷还是感觉有些无奈：“我
的眼睛不行，手机上的字就像小
蚂蚁，根本看不清，所以我就点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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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调研过程中还发现，一
些老人并非完全不会用手机，他们
能够用智能手机进行挂号、网购、
娱乐。但是在使用智能手机过程
中，他们往往只是记住了几个操作
步骤，稍有变化就会不知所措。然
而，由于部分App频繁更新，页面
元素也随之改变，老人还没用熟的
App，没过几天就和之前学的不一
样了。

如果想一直使用老版本，也是
个难事儿。在向记者展示手机 App
时，部分老人的手机正好弹出了更
新信息，他们看也没看介绍，就选
择了“立即升级”。当被问到为何同
意时，他们的回复都是“不然用不

了”。记者注意到，一些App的更新
提示页面仅在右上角有一个不易被
发觉的关闭图标，还有一些 App
中，黑灰色调的“暂不升级”虽然
与彩色的“立即升级”采用一样大
的字号，但由于颜色不够醒目，还
是更容易被忽视，导致一些老人理
解为必须更新才能继续使用。

有些细微的变化在年轻人眼里
或许不算什么，却会让老人对学过
的App产生陌生感，影响了他们使
用智能手机的积极性。如何能更多
考虑到老人的需求，尽量保持操作
界面的一致性，是App提供方需要
注意的问题。

来源：北京晚报

App更新等等老年人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早上10点，72岁的杨大爷走
进了北京市丰台供电营业厅的大
门。幸运的是，此时营业厅里还
没人排队，杨大爷坐到柜台前，
拿出了自己的电卡和现金：“充
600块，给我开个发票。”不到两

分钟，工作人员就帮李大爷办好
了业务。

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就为
了这两分钟，杨大爷花了将近一
个小时，才从位于右安门的家来
到位于丰台北路的供电营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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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次跑供电营业厅这一趟实在
是太不容易了，杨大爷每次都要尽
量多充一点钱。“供电营业厅要是能
多开几个就好了，我也不用跑太
远。”

“我家附近有个银行，之前我去
问过，说充不了。”之后，杨大爷又
去了另一家稍远的银行，虽然可以
充值电费，但不会用手机的杨大
爷，又没办法使用自助机买电。想
要用现金支付，就必须拿号排柜台
的队。

不仅是缴纳电费，如果想要现
场缴纳燃气费，老人也会遇到一些
麻烦。前不久的一个周日上午，在

北京市魏家村南路的一家北京燃气
营业厅，一位老人向工作人员咨询
如何充燃气费，对方称可以在自助
机上充值。但工作人员告诉老人，
现金充不了，只能找附近的银行缴
纳燃气费。

无论是电费还是燃气费，年轻
人如今通过网上缴费的方式都能够
足不出户快速完成，用电用气数据
也可以在线查询。

但是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
老人，这些服务都无法使用。而如
果是去银行，最多也只能办理代缴
费业务，想要开发票还是得去营业
厅，实在是难为了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