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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之家老年公寓
星级养老服务机构，环境优雅，服务贴心，交通便利，是老人理想的选择。
常年招收老人入住。医务工作者的父母床位费减半入住（凭有效证件）
地址：解放东路芦家园村南 306、307、901芦家园站下车即到 电话：13784749628

便民 提醒惠民 出行 天气新规 招聘

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咋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方案——

水电气等费用缴纳应支持现金支付
医疗、社保等保留线下办理渠道

保留传统金融服务方式。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
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
拒收现金。要改善服务人员的
面对面服务，零售、餐饮、商
场、公园等老年人高频消费场
所，水电气费等基本公共服务
费用、行政事业性费用缴纳，

应支持现金和银行卡支付。
强化支付市场监管，加大

对拒收现金、拒绝银行卡支付
等歧视行为的整改整治力度。
采用无人销售方式经营的场
所应以适当方式满足消费者
现金支付需求，提供现金支付
渠道或转换手段。

保留传统金融服务，便利老年人日常消费

完善金融科技标准规则体
系，推动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
机构、网络购物平台等优化用
户注册、银行卡绑定和支付流
程，打造大字版、语音版、民族
语言版、简洁版等适老手机银
行APP，提升手机银行产品的易
用性和安全性，便利老年人进
行网上购物、订餐、家政、生活
缴费等日常消费。平台企业要
提供技术措施，保障老年人网
上支付安全。

提升网络消费
便利化水平

需要提前预约的公园、
体育健身场馆、旅游景区、
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
术馆等场所，应保留人工窗
口和电话专线，为老年人保
留一定数量的线下免预约
进入或购票名额。同时，在
老年人进入文体场馆和旅
游景区、获取电子讲解、参
与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使用
智能健身器械等方面，提供
必要的信息引导、人工帮扶
等服务。

提高文体场所
服务适老化程度

引导公共文化体育机构、文
体和旅游类企业提供更多适老
化智能产品和服务，同时开展丰
富的传统文体活动。针对广场
舞、群众歌咏等方面的普遍文化
需求，开发设计适老智能应用，
为老年人社交娱乐提供便利。探
索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
术，帮助老年人便捷享受在线游
览、观赛观展、体感健身等智能
化服务。

丰富参加文体活动的
智能化渠道

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
应用。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进一步推进政务数据
共享，优化政务服务，实现社会
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津贴补贴
领取等老年人高频服务事项便
捷办理，让老年人办事少跑腿。

各级政务服务平台应具
备授权代理、亲友代办等功
能，方便不使用或不会操作智
能手机的老年人网上办事。

优化政务服务
让老年人办事少跑腿

医疗、社保、民政、金融、电
信、邮政、信访、出入境、生活缴
费等高频服务事项，应保留线
下办理渠道，并向基层延伸，为
老年人提供便捷服务。实体办
事大厅和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应
合理布局，配备引导人员，设置
现场接待窗口，优先接待老年
人，推广“一站式”服务，进一步
改善老年人办事体验。

组织开展互联网网站、移
动互联网应用改造专项行动，
重点推动与老年人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社区服
务、新闻媒体、社交通讯、生活
购物、金融服务等互联网网
站、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
造，使其更便于老年人获取信
息和服务。

优化界面交互、内容朗
读、操作提示、语音辅助等功
能，鼓励企业提供相关应用的

“关怀模式”“长辈模式”，将无
障碍改造纳入日常更新维护。

针对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
的应用困难，组织行业培训机构
和专家开展专题培训，提高老年
人对智能化应用的操作能力。

鼓励亲友、村（居）委会、
老年协会、志愿者等为老年人
运用智能化产品提供相应帮
助。引导厂商针对老年人常用
的产品功能，设计制作专门的
简易使用手册和视频教程。

设置必要的
线下办事渠道

推进互联网应用
适老化改造

加强应用培训

推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适
老化改造，使其具备大屏幕、大字
体、大音量、大电池容量、操作简
单等更多方便老年人使用的特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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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智慧健康养老产
品及服务推广目录，开展应用试
点示范，按照适老化要求推动智
能终端持续优化升级。建设智慧
健康养老终端设备的标准及检测
公共服务平台，提升适老产品设
计、研发、检测、认证能力。

扩大适老化
智能终端产品供给

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电信
服务。持续开展电信普遍服务试
点，推进行政村移动网络深度覆
盖，加强偏远地区养老服务机构、
老年活动中心等宽带网络覆盖。

开展精准降费，引导基础电
信企业为老年人提供更大力度
的资费优惠，合理降低使用手
机、宽带网络等服务费用，推出
更多老年人用得起的电信服务。

推出更多老年人
用得起的电信服务

将加强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能力列为老年教育的重点内
容，通过体验学习、尝试应用、经
验交流、互助帮扶等，引导老年
人了解新事物、体验新科技，积
极融入智慧社会。

推动各类教育机构针对老年
人研发全媒体课程体系，通过老
年大学（学校）、养老服务机构、社
区教育机构等，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帮助老年人提高运
用智能技术的能力和水平。

开展老年人
智能技术教育

（（上接第二版上接第二版））

《实施方案》强调，各地区、各部
门要加强工作协同和信息共享，形成
统筹推进、分工负责、上下联动的工
作格局，加快建立解决老年人面临

“数字鸿沟”问题的长效机制。

——要完善法规规范，切实保障
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过程中的各项
合法权益，加快推进相关智能产品与
服务标准规范制修订工作。

——要加强督促落实，明确时间

表、路线图，建立工作台账，强化工作
落实，定期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

——要保障信息安全，规范智能
化产品和服务中的个人信息收集、使
用等活动，切实保障老年人安全使用

智能化产品、享受智能化服务。
——要开展普及宣传，将促进老

年人融入智慧社会作为人口老龄化
国情教育重点，弘扬尊重和关爱老年
人的社会风尚。 据新华社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加快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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