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老人说】网络预约挂号、自
助缴费、自助打印检验报告……给
人们带来极大方便的智能化就医服
务，却成了不少老年人求医看病的
难题。

【方案】医疗机构、相关企业要
完善电话、网络、现场等多种预约挂

号方式。应提供一定比例的现场号
源，保留挂号、缴费、打印检验报告等
人工服务窗口，配备导医、志愿者、社
会工作者等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就医
指导服务。

【探索实践】在湖南省长沙市第
一医院，导诊护士和志愿者协助老人

使用身份证在自助机上挂号、缴费。
医院专设优先窗口，为65岁以上老
年人等人群服务。

“导诊手把手教，操作几次我就
学会了。智能化对老年人来说，也可
以带来便利。”长沙市开福区66岁的
范忠东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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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交替，天气渐冷，头昏
脑涨的患者逐渐多了起来。头
晕，不仅会影响工作状态，严重
时甚至连起床、走路等日常活动
都困难。部分中老年晕友则“久
病成医”，更习惯于根据自身的
就诊经验去判断病情。在浙江
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眩晕门诊，
经常有头晕患者进入诊室就信
心满满地说出自我“诊断”，结果
却与真正的疾病相去甚远，甚至
南辕北辙。

为让患者判断头晕的可能
病因，并有助于及时就诊，近期
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推出
了一种基于微信平台的头晕快
速判断问卷，“晕友们”在候诊期
间可使用手机扫码进入问卷界
面，回答问卷中自己对头晕病因
的判断和相关问题，完成上述内
容后就能收到专业的头晕诊断。

眩晕门诊的主治医师施天
明解释说，临床上80%的头晕病
因可以通过结构化的病史信息
推测出初步诊断方向，诊断问卷
可以像专科医生一样进行病情
分析和做出初步诊断，其准确度
可高于一般的普通非专科医生。

不到1个月，已有百余名晕
友参与了这项调查，最终结果显
示晕友“自我”诊断与专业医生
诊断吻合率不足三成。参与调
查的晕友自我评估最常见的头
晕病因排名前三位分别是“颈椎
病”“脑供血不足”和“小中风”，
而问卷后台系统根据晕友提供
的病情信息综合分析推送的前
三位诊断却是“良性阵发性位置
性眩晕”“前庭性偏头痛”和“持
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对于这
样的结果，晕友们感慨不已，直
叹上了一堂深刻的科普教育课。

施天明表示，“晕”虽然是常
见症状，但其病因诊断的专业性
要求高，缺乏专业知识盲目“自
助式”诊断常常有害无益，耽误
治疗。

医生提醒如有以下几种情
况需及时就诊：

1）伴有新发或严重头痛；
2）伴有高热（超过38℃）；
3）伴有视物重影或视物模

糊不清；
4）伴有口齿不清或突发耳

聋；
5）伴有一侧手臂或者腿部

无力，或者一侧口角歪斜；
6）伴有无法独立行走；
7）伴有短暂性意识丧失；
8）伴有面部或肢体麻木；
9）伴有严重胸痛或背痛；
10）伴有无法终止的剧烈呕

吐；
11）年龄超过 60 岁，曾发生

过中风或有高血压、糖尿病、吸
烟、酗酒等危险因素。

即使没有上述情况，如果头
晕频繁发作，严重影响日常活
动，也应及时就诊，明确病因和
制订预防发作的治疗方案。

（据钱江晚报）

七类高频事项
看全国各地如何探索

网络挂号不简单，就医怎么办？

【听老人说】疫情以来，扫码通
行成为必须。但对于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无法扫码的老年人而言，“健康
码”却成了日常生活的“拦路虎”。

【方案】各地不得将“健康码”作
为人员通行的唯一凭证，对老年人等

群体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件登记、持
纸质证明通行、出示“通信行程卡”作
为辅助行程证明等替代措施。在充
分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前提下，推进

“健康码”与身份证、社保卡、老年卡、
市民卡等互相关联，逐步实现“刷卡”

或“刷脸”通行。
【探索实践】在江苏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扫描苏康码通道的电子闸机
旁设置了“请刷身份证”区域。家人
帮助提前申领好苏康码后，老人只需
刷身份证即可进入医院。

不会用“健康码”，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常受阻？

【听老人说】约车软件太复杂不
会操作，移动支付、“扫码”乘车搞不定
……当年轻人享受智能化带来的便捷
出行时，不少老年人却在感叹出行难。

【方案】引导网约车平台公司优
化约车软件，增设“一键叫车”功能，
鼓励提供电召服务，对老年人订单优

先派车。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客运
等公共交通要保留使用现金、纸质票
据、凭证、证件等乘车的方式。

【探索实践】在上海市普陀区一
处出租车候客站点，陈德明老人正在
使用线下“一键叫车”功能。他告诉记
者，按动按钮后，需求会发给附近的出

租车司机，应答率总体比网约车要高。
上海市出租车统一平台“申程出

行”副总经理许轶群介绍，高峰时老
人叫车订单量一天达三四千单。线
上APP还针对老年人反馈不断优
化，比如设置大字体的老人叫车模
式、推出家人代叫车功能等。

叫车软件太复杂，出行不畅？

【听老人说】移动支付、网上缴
费不放心，现金支付很多商家不愿
收，银行网点智能终端操作复杂……
年轻人使用流畅的移动支付，却让不
少老人心里不踏实。

【方案】保留传统金融服务方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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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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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实践】在智能化转型背景

下，银行传统柜台逐步减少。北京多
家银行均增加了大堂工作人员配置，
对需要帮助的老年人专门引导、全程
陪同。

网上支付不放心，现金不收怎么办？

【听老人说】不少文体场所门票
要网上预约，只能让孩子帮忙搞定，
新开发的智能服务也不大会用。

【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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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广场舞、群众歌咏等普遍
文化需求，开发设计适老智能应用。

【探索实践】河北省秦皇岛市北
戴河区英才社区有1500位老人，通
过探索建立“一站式”养老服务体系，
从衣食住行、娱乐、健康等方面为老
人提供全面“点单式”服务。

文体场所不适老，娱乐锻炼只有广场舞？

【听老人说】“互联网+政务服
务”让老年人办事少跑腿，但很多时
候得靠孩子帮忙才会办。

【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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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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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实践】在不少地方政务
大厅，都专门设有老年人服务窗
口。北京市近日发出倡议，行业窗
口应优化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绿色
通道”。

政务办理很方便，不会线上办理怎么办？

【听老人说】智能终端的使用给
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不少老年人却
不会用或用不好。开发便于老年人
使用的智能产品，帮助学会使用，是
他们的心声。

【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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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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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实践】长沙市开福区70
岁的陈春芳老人上周参加了社区组
织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培训。“年

轻人给我们上课，他们很耐心，我们
也很认真。”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真正解决老
年人面对的技术“鸿沟”，需要用老年
人的眼睛去关注他们的需求。归根
结底，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据新华每日电讯）

智能终端不好用、不会用，这个槛怎么迈？

无健康码出行不便，网上挂号、网上就医、网
上购物“障碍”重重……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让
更多人享受便利的同时，却在老年人面前划出一
道无形“鸿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24日公布，针对老年人
运用智能技术遇到的种种“痛点”“难点”，提出解
决方案。

《方案》中提到的7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
是否能解决？如何解决？看看全国各地怎么做。

中老年晕友
“久病成医”
诊断结果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