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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
及以上人口超过2.67亿，占全国
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
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
14.2%。伴随而来的人口老龄化
问题日益凸显，其中，出行难成
了困扰老年人生活的一块心病。

网约车的普及，在提效的
同时，也给老年人出行带来影
响。《老年人出行现状调查报
告》显示，有21%的老年人日常
出行距离不足1公里，这相当
于，在五个老年人里，就有一个
被困在了出门的“第一公里”。
老人是真的不想出门吗？不

然，他们只是无法独自出行。
他们或许没有智能手机、或许
手机里没有安装打车app、或
许不能正确输入出发地和目的
地，久而久之，这些不便造成了
部分老年人的“不敢出门”。

去年开始，在北京、杭州等
地率先出现了一个新鲜事物。
以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下
辖的各社区为例，小区门口出
现了蓝色的暖心车站站点，站
点上设置了二维码，老年人会
扫码，就能叫到车。它大大降
低了手机叫车的操作难度。老
人们不需要单独下载app、不

需要输入往返地，还支持现金
支付。更难能可贵的是，暖心
车站直接建设在社区里，让助
老打车走出了手机屏幕，出现
在了老年人的家门口。助老跳
出了互联网平台和年轻用户的
视角，开始真正站在老年人视
角进行“适老化改造”。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暖心
车站迅速得到了社会各方的认
可，已经进入全国 20 多个城
市，投入启用了2200多座，覆
盖了社区、公交站点、博物馆、
景区等老年人经常活动的多种
类型场所。

菜场工作人员上架货物时，货篮随意摆
放在地面。八旬老人路过，不慎被绊倒，导致
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老人遂将负责
运营菜场的生鲜公司诉至上海奉贤法院。那
么，菜场应对老人的受伤事故承担安全保障
义务责任吗？

耄耋老人张阿婆在上海奉贤某生鲜公司
（以下简称生鲜公司）经营的菜场购物时，因
该菜场的工作人员在上货，将菜篮随意放置
于地面（近转角处），张阿婆走过该地面时不
慎被菜篮绊到，摔倒在地。

张阿婆入院诊断为右肱骨近端骨折，后
经手术及多次门诊复诊治疗，共计花费医疗
费92394.37元。经鉴定，张阿婆右肱骨近端
粉碎性骨折，遗留右肩关节功能丧失达25％
以上，构成十级伤残。

因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张阿婆把
生鲜公司诉至上海奉贤法院，要求生鲜公司
赔偿相关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共计158392.37元。

上海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生鲜公司作
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
该为消费者营造安全的消费环境，勤勉地采
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避免消费者受到侵
害。菜场内工作人员随意将菜篮放置在地
面，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通行安全，可以认定
生鲜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对张阿婆的损害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
侵权责任。同时，张阿婆作为老年人，疏于对
现场环境的观察、未能采取足够谨慎的注意
义务，上海奉贤法院酌定张阿婆自身承担
20%的责任，生鲜公司对张阿婆的损失承担
80%的赔偿责任。

最终，上海奉贤法院确认原告的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
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148598.02
元。被告生鲜公司应对该损失承担80%的赔
偿责任，计118878.42元，扣除被告已经支付
的5000元，上海奉贤法院判决生鲜公司支付
张阿婆113878.42元。

人类的活动离不开公共场所，安全问题
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近年来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人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而造成相对人权益受损的案
件屡见不鲜。对于利益的追逐可能让公共场
所的经营者忽略了在经营活动中应当承担的
注意义务，未能在合理限度内保障消费者的
权益，由于疏忽等过失致使消费者受到人身
和财产损害。同时，消费者在公共场所活动
时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也应充分注意，维护自
身的人身及财产权益。

（新闻晨报）

老年人帮助老年人，叫车出行更方便

“银发少年”互助模式开辟新路径

13日，全国首支助老出行志愿服务队在北京成立。志愿服务队目前有1000多名志愿者，覆盖了北
京120个社区。这个志愿服务队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绝大部分成员都是65周岁以下的“新老年
人”，因此，志愿服务队得到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银发少年团”。

“银发少年团”的成立，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高德地图合作启动的“助老打车暖心车站”公
益行动的一部分。这项公益行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助老打车暖心车站。银发少年团的新老年人们，
就在暖心车站覆盖的社区，面对面、手把手地帮助社区里的其他老年人学习使用助老打车。有些热心
志愿者，还会响应一些老年人出门走走的心意，陪他们逛逛公园。

银发少年团的出现，让老年人帮老年人的互助方式，延伸到了居家养老的出行服务领域中，填补了
一块服务空白。

八旬老人绊倒摔骨折
菜场经营方应担责吗？

暖心车站建起来了，第二
步就要让老年人们都知道，还
能学会怎么用。谁能做得好这
项工作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
基金会将目光放在了“新老年
人”身上。

所谓新老年人，就是刚刚
步入老年的群体，也被称为低
龄老年人。据统计，在老年人
群体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
人占 55.83%。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
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
程度的有 3669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了2085万人；高中及以
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
13.90%，比十年前提高了4.98
个百分点。

新老年人刚刚进入退休生
活，自理能力较强、可自由支配
的时间较多，身体上健康和体能
状况较好，心理上仍然对社会事
务具有热情和活力。他们的生
活水平、思想观念、受教育程度、
社会参与度相对较高，虽退未

老、退而不休，在跨越“数字鸿
沟”的同时也愿意分享经验，让
更多老人享受到“触网”的便捷
与快乐。因此，在普遍建设以暖
心车站为代表的适老化出行设
施的基础上，让老年人帮助老年
人，探索“银发少年”互助模式，
是解决居家养老中的出行服务
覆盖的重要举措。

银发少年团成立后，1000
多名志愿者将走进街道、走进
社区，围绕老年人出行，开展

“智慧助老”行动，通过面对面
讲座、手把手教学、老年人之间

“传帮带”以及线上课堂等多种
方式，织密助老出行志愿服务
网，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享受助
老打车的适老化服务。除了这
群“新老人”，还有一些高校青
年也参与到了志愿服务之中，
他们熟悉智能手机，通过录制
教学短视频的方式，推广适老
化出行，拉近老年人与技术的
距离。在他们心中，帮助这些
老年人就相当于帮助自己的爷

爷奶奶适应社会。
从大学生志愿者，到新老

年人志愿者，再到广大老年群
体，助老出行志愿服务形成了
良性的金字塔结构，运用智能
设备的能力，逐步有效渗透至
广大老年人群体之中。

助老打车暖心车站作为助
老出行服务的支点，连接了出
行及养老服务主管部门、公益
组织、以新老年人为主的广大
志愿者、出行平台、出租车企业
等社会多方力量，以适老化硬
件设施+软性服务相结合的方
式，让出行服务和居家养老“双
向奔赴”，真正让数字技术为老
年人带去便利，让他们顺利出
门，也能平安到家。

“一代帮一代、低龄帮高
龄”的智慧助老模式，既让助老
志愿服务有的放矢，又能体现
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社会温
度，为居家养老下解决老年人
出行问题做出了可借鉴性尝
试。 （半月谈）

暖心车站建到老年人家门口

老年人帮助老年人 “银发少年”互助模式探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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