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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功能齐全到令人眼花
缭乱的手机仍是不能完全掌握的新事物，他们在
为之感到新鲜、惊奇的同时，也对之充满戒备。手
机的安全性，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即便已经成为手机达人的薛铭，也没有对手

机百分百放心，尤其是在涉及到钱款交易时。薛铭
告诉记者，他从来不会在微信里放超过3000块钱，
网购有专用银行卡，不定期存些钱进去，没有直接
绑定存款较多的常用银行卡。“虽然到现在没出过
什么问题，但还是不完全放心，不知道钱在里面安
不安全，所以尽量少放一些，以防万一。”
如何避免上当受骗是老年人使用手机时最

警惕的问题。因为长期炒股，吴芳加入了一些微
信群，不时会看到一些“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等具有诱惑性的字眼，她忍不住打进去看看，也
动过心，但每次都提醒自己不要盲目跟进。
事实上，遭遇网络诈骗一直是老年人群体中

的高发现象。根据社科院发布的《中老年互联网
生活研究报告》显示，老年人互联网上当受骗过
或者疑似上当受骗过的比例高达67 . 3%。其中，
受骗信息类型前三位分别是免费领红包、赠送手
机流量和优惠打折团购商品。
留心观察老年人的朋友圈可以看到，在他们

发布的内容中，生活常识、养生科普、心灵鸡汤占
据了很大比例。而这些看似无害的内容，有可能
潜藏着谣言，或者骗局。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年轻人，从中发现，几

乎每个人都曾为了给父母澄清网络上流传的谣
言煞费苦心。学医出身的郭女士对此感触尤为深
刻，“我妈妈有时候会在我们的家族群里转一些
小偏方，每次我都跳出来说，这没有科学依据。她
当时默认了，不说什么，但是下次还转。老人们的
观念就是，大家都转，都这么说，那就是对的。”
“他们接触网络和使用手机的时间并不长，
什么都觉得新鲜，还没有能力认识到背后的一
些隐患，辨别力比较差。”如何让父母远离网络
谣言和骗局，郭女士认为，从子
女的角度来说，“除了多
陪伴在他们身边、
多提醒，好像没有
什么别的更好的办
法。”

小广场上有人在表演，一位老人用手机录下视频。 公园长椅上，正在看手机的老人。

■障碍
遇到问题只能求助子女

中国社科院联合腾讯曾在2018年针对50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做过一项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调查，这份《中老
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在网上信息获取方面，七
成以上的中老年人会上网看新闻资讯，还有近半数中老
年人会关注浏览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在微信交流方面，
九成以上中老年人都会微信聊天，超过八成会在微信发
表情或图片、朋友圈点赞、接收或发红包，近七成会拍摄
和转发小视频。除此之外，手机看视频、手机支付、手机
导航、打车服务等，也在融入他们的生活。
近日，为研究中老年电子消费市场，AgeClub新老
年商业研究院统计了1 . 5万条来自头部电商平台的
老年手机消费数据，从十几个数据维度分析老年手机
市场的功能特征和发展方向等，其中发现，老年手机
的功能需求集中在社交、易用性、娱乐、安全四大方
面。但对于普遍较晚接触电子产品的老年人来说，手
机用起来方便，学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子女是他们最先求助的人，实际上，很多老年人使

用的手机都是子女淘汰下来的。曹清华今年85岁，先后
用过的几部智能手机都是从子女那里接手过来的。
使用第一部手机的时候，子女把他可能用到的新

闻、股票、微信等软件都下载、归置好了再给他，又手把
手教他用。后来，用得熟练了，他也自己“开发”出了一些
新功能。“我孩子给我下了看书的软件，没事儿就打开看
看小说。”再后来，他想用手机听歌、看电影，尝试着自己
去下载软件、学习使用，发现“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
难”。不过偶尔也有搞不定的时候，流程太复杂或者操作
看不懂，“出了问题就找孩子，他们肯定能解决。”
62岁的闫先生使用智能手机有五六年了，除了接打
电话，只会用微信、拍照，其他功能一概不碰。学用手机之
初，他在求助子女时频频受阻。“有不明白的地方只能问孩
子，孩子一开始还给说说，后来就没耐心了，总说这么简单
的东西你怎么不会。我也挺灰心的，就不愿意学了。”
闫先生告诉记者，即便是微信，他也有些弄不懂的地
方，不会在朋友圈发原创内容，只会转发。他原本没打算开
通微信支付，即便看见大店小店都扫码支付，还有红包抢，
也没有动心。直到有一回，商家没有零钱现金找给他，他才
在商家的帮助下把微信支付给开通了。他至今对电子交
易用得不顺手，“有一次我在一家店充值会员，有打折优
惠，但是我现在都不知道这里面的钱怎么用。”
没有子女可以帮忙，薛铭是跟着手机卖场的工作

人员学会使用手机的。“我手机是在那里买的，所以有
什么不会的就回去找他们，他们还挺热情的。”薛铭告
诉记者，年轻人从小熟悉电子产品，没什么顾忌的，老年

人容易有一种怕把手机用坏的担心，“想用，又不太敢
用，小心翼翼”。
更多时候，薛铭自己摸索着学，遇到不懂的就上网搜
索解决方案，对照着一步步来。“虽然学得很慢，但也能学
会，有很多像术语一样经常出现的词、一些比较常规的操
作方法，看多了就懂了。”实在有疑惑的，薛铭就先记在
心里，在公共场合，碰见好说话的年轻人就顺便问问。

■沉迷
老年群体也有“低头族”

记者在与多位采访对象的对话中发现，老年人每
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在2到4小时左右。曹清华告诉记
者，他每天使用手机大约2个多小时，更多精力用在
看电视、看书、看报上。
关也微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在3小时左右，主要集

中在睡前。“手机里的世界非常丰富，有的是可以看的，
但是像我这种情况，白天要做家务，要照顾小孩，根本没
那么多时间。也就是等事情忙完了，孩子睡下了，再打开
手机看一看。”相比之下，吴芳的手机使用情况可以说有
些依赖和沉迷了，每天花在手机使用上的时间大约有四
五个小时。“以前我每次看见孩子抱着手机不停地在那
儿玩，就很生气。现在掉了个儿，他们整天说我，尤其
是晚上，催我赶紧去睡觉。”自从用上智能手机，吴芳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间从9点、10点延迟到了11点以
后。“我加了好多个微信群，好朋友的群，练歌的群，每
天不把群里的消息看完，心里就不得劲儿。经常是打
开手机一下子上百条消息蹦出来，等看完就很晚了。”
她用手机听歌、唱歌也到了痴迷的程度，偶尔会
引来孩子的不满。“我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他们有时候
嫌我吵，让我把手机关了。我去外面练歌，他们又嫌我
玩得太疯，一整天不着家。”不过，吴芳自己对此看得
很开，并不打算对此做出改变，“年纪大了，又没有什
么重要的事，开心最重要。”
刘女士的手机沉迷问题则要严重得多，过了60岁
以后，她出现了明显的花眼症状，必要时候需要佩戴
老花镜。但是最近这几个月，她发现自己连远处的东
西也看不清楚了。其子女思来想去，把原因归结到过
度使用手机上。“每天晚上我们进自己卧室准备睡觉
了，我妈妈屋里的灯还亮着，坐在床上看手机，看新
闻，聊天，看电视剧，比我们睡得都晚。”刘女士的女儿
屡次对她进行劝解，无果，直到眼睛开始不舒服，刘女
士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防止视力继续恶化，根
据医生建议，刘女士在女儿陪同下又去配了一副近视
眼镜。“没办法，现在是看远处时戴近视镜，看近处时戴
老花镜。”事出无奈，刘女士不得不戒掉手机。

网络安全是最棘手问题■
戒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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