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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双色球开奖3期，全国共产生一等
奖95注，单注最高奖金658万多元，单注最
低奖502万多元；二等奖开出710注，单注最
高17万多元，最低6000元。在此期间，江苏
彩民在第2020102期收获1注一等奖，出自
苏州市工业园区沙湖邻里中心一楼B108号
32051363 福彩投注站；无锡彩民在第
2020103期收获6注二等奖，中奖彩民机选
5注各投6倍，共计中得奖金80余万元，大奖
出自滨湖区建筑西路642号32020152福彩
投注站。双色球2元可中1000万。

对于老年人来说，互联网
就一定是“洪水猛兽”吗？事实
也并非如此。

某短视频平台上，75岁的老
人杨北海西装革履、举止优雅，以
独特的视频内容和风格吸引了
1400多万名粉丝的关注。

由4位平均年龄超过67岁
的成员组成的“时尚奶奶”也在短
视频平台上走红，在她们发布的
150余条短视频里，点赞量最高
的达到了70余万次。

......
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
年6月，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
比由2020年3月的16.9％提升至
22.8％，互联网进一步向中高龄
人群渗透。同时，60岁及以上网

民群体人均手机App数量已达
到44个。

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如何
帮助老年人越过“数字鸿沟”，
避免其遭受网络诈骗侵害，已
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党俊武建议，智能设备、应用
设计与研发，都应该考虑到老年
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视情推出

“老年版”“易用版”，降低老年人
的使用难度。同时，应健全老年
协会等基层老年组织建设，让独
居老人、留守老人等群体在面临
困惑、遇到困难时“求助有门”。

“网络平台要加强对内容的
审查与筛选，严格落实用户的实
名制认证和管理，不让平台成为
不法分子的诈骗工具。”卢明生建
议，在加强对网络平台监管的同

时，有关部门也应加强对老年人
网络和法律知识的普及力度，让
老年人在使用网络产品时，了解
其背后的风险，懂得如何用法律
武器维护自己权益。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
李邦华表示，下一步，民政部也
将加强培训指导，鼓励村（居）委
会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养老机
构工作人员、家属等，帮助老年
人使用智能手机、信息平台等新
技术，克服“不会用、不敢用”智
能技术的困难。

“各地民政部门将继续保留
人工服务等面对面服务方式，
确保老年人即使无法使用智能
设备，也能办理相关业务。”李
邦华说。

（新华社）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
制作中心了解到，当地升级办证服务，群众
下载并登录手机软件，进入居民身份证网上
服务平台，即可办理居民身份证和临时居民
身份证。

据介绍，安徽省公安机关近期在全省上
线居民身份证“网上办、零跑腿”服务，当地户
籍公民可下载并登录“皖事通”“皖警便民服
务e网通”手机App申请换领、补领居民身份
证。网上办理身份证适用于18岁以上、两年
内再次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安徽省户籍居民。
申办人需要通过人脸比对，身份认证后方能
办理，申办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纸质材料。

目前，具有安徽户籍的公民在省内申
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间，急需
用证的，可在省内任一临时居民身份证受
理点或登录“皖事通”“皖警便民服务e网
通”手机App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线下
办理临时证的，需携带身份证领取凭条；线
上办理的，平台自动核实身份后不需要提
供任何材料。 （新华社）

不会用、不敢用、易受骗……

谁来帮老年人迈过“数字鸿沟”？
扫码支付、乘坐网约

车、出示健康码……当今社
会，手机等智能设备似乎已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面对生活方式巨大变
化所带来的“数字鸿沟”，老
年人群体面对智能设备“不
会用”“不敢用”“易受骗”等
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些问
题是如何产生的？又该如
何解决？重阳节来临之际，
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上亿老年人还未“触网”

“十一”黄金周期间，一张无
锡火车站设置无健康码通道的
照片获得海量网友点赞。照片
中的指示牌提示：“无健康码由
此进入”，并列出了“老人机、手
机没电、无微信、不会操作、无手
机”等多种适用情况。

评论区有网友评论：“一座城
市的温度体现在，它是如何对待
那些被遗忘的少数人。”

现实生活中，老年人群体往
往会成为“被遗忘的少数人”。第
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4亿人，互联

网普及率达67％，但60岁及以上
网民占比仅为10.3％。

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数据，到2019年底，我国60周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约为
18.1％。据此测算，仍有上亿老年
人没能搭上互联网的“快车”。

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的老人秦红花今年78岁，尽管这
两年在家人的劝说下换了智能手
机，但对于老人来说，这台功能繁
多的“智能机”却和之前的“老人
机”没什么区别。

“年纪大了，学东西慢，到现
在也就学会了接打视频电话，其

他功能基本都没用过。”老人告
诉记者，疫情期间到公共场合，
都得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才能出
示健康码，网上挂号、交水电费
之类的“复杂操作”，没人帮忙时
就只能“干着急”。

“面对智能设备，不少老年
人主观上存在‘学习恐惧’，对智
能设备和新技术的接受、学习能
力也比较弱。”中国老龄科学研
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表示，当下
各种智能设备和应用在设计、研
发时也很少考虑到老年人等特
殊群体的需求，给他们接受新事
物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网络诈骗风险不容忽视

近日，一则江西赣州一位六
旬女士因迷恋短视频中的“假明
星”而离家出走的新闻，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

据新闻描述，该女士今年年
初换了一部智能手机，开始接触
短视频，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了
一个顶着明星头像的账号后便
沉迷其中，甚至因故离家出走，
家人无奈之下只好向警方求助。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仿冒
视频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都有
存在，这类视频多采用“视频画
面＋后期配音”的手段，以花言
巧语蒙骗不明真相的中老年人，

并骗取其财物。
与此同时，各种以“震惊”“快

转发”等耸人听闻词语为标题的不
良信息也盯上了老年人群体。老
年人往往因为接收信息渠道有限、
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成了这些不良
信息的传播者，甚至迷失自我。

腾讯110平台发布的一份
调查报告显示，仅2019年上半
年，腾讯110平台就受理45岁以
上中老年人被骗举报2万余次，
其中97％受骗的中老年人有产
生资金损失，损失金额超过万元
的占7％。

同时调查报告，中老年人生

活中常遇到的六大诈骗类型为交
易诈骗、返利诈骗、交友诈骗、兼
职诈骗、仿冒诈骗以及金融信用
诈骗，其中交易诈骗、返利诈骗、
交友诈骗合计占比超过60％。

“老年人对网络信息真伪的
辨析能力以及维权能力都相对
较弱，往往会成为不法分子的

‘首选目标’。”北京律维银龄研
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卢明生认为，
部分网络平台片面追求流量，没
有承担起信息审核的责任，放任
虚假不良信息传播。同时，相关
监管部门对涉老网络诈骗的监
管力度也有待提升。

让老年人乐享数字新生活

安徽：居民身份证办理
实现“网上办、零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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