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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兴支付方式，数字人民币似
乎和老年群体之间的联系不如年轻人紧
密，不过，北京石景山区打破了这一偏
见。不仅老年人成了数字人民币支付的
重要用户，也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咨询并
开始尝试大额充值消费。在分析人士看
来，老年人能轻松使用，体现出数字人民
币使用的便捷性，而“接地气”的使用场
景，也将进一步加快数字人民币的后续
普及和推广。

近日，记者在走访石景山区数字人
民币试点时，发现不少老年人在壹公里
果蔬店购买商品后，除了会员卡刷卡、现
金支付、第三方支付等方式外，也有老人
打开数字人民币App，尝试了数字人民
币扫码支付。

在这家果蔬店，数字人民币支付成
了每一个收银台的“标配”，支付方式主
要包括数字人民币App扫一扫、碰一碰
和POS机支付三类。从整个体验过程
来看，无论是收款还是退款，均可实现秒
速收退，无任何卡顿情况。该店铺用户
群体包括大部分老年人顾客，他们虽然
年纪大，但对新事物仍然有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的红包试点活动中，
到店使用数字人民币消费的老年人达到
了五成之高。

“几乎有一半都是老年人来消费数
字人民币红包的，他们操作起来很流畅，
基本没有太大困难，这一点也让我们很
意外。”果蔬店负责人感叹道。

目前，很多银行都在北京推广数字
人民币，这些体验数字人民币的老年人
群虽然年纪大，但是接受能力特别强；也
不乏企事业退休人群，他们热爱尝试新
事物，玩手机也非常溜。

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表示，老年人
尝鲜数字人民币，一方面体现了数字人
民币的通用性与普惠性，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老年人群体对数字化支付方式的主
动吸收与接纳，能够对后续更多群体尝

试数字人民币并成为活跃用户起到促进
与推动作用。

“红包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商
户和用户对数字人民币的热情，部分商
户主动联系我们想要开通数字人民币收
款功能，我们在外出营销时，也发现了解
数字人民币的用户有所增加。”中国银行
北京石景山支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
石景山区的试点工作中，其主要围绕助
力智慧冬奥来开展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
建设。

另据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石景山
区加快数字人民币场景建设，已经初步
形成了以首钢园区为核心，以冬奥综合
服务设施、冬奥社区为依托，辐射重点商
圈和居民生活区的“1+2+N”数字人民币
冬奥支持场景，具备支付条件的商户达
到了200余家，覆盖餐饮住宿、购物消
费、票务娱乐、旅游观光、医疗卫生、交通
出行等七大类场景。

相关部门负责人称，后续将进一步
推动数字人民币在社区商超、养老服务
机构等场所的落地应用，让商户和消费
者实实在在体验数字人民币带来的方便
和实惠，打造特有的“民生+养老”服务场
景，进一步发掘形成“石景山经验”。

业内人士分析说，随着国内人口结
构变化，未来石景山创新的“民生+养老”
消费场景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民生+养
老”场景推广普及的关键，还是要帮助老
年人跨越数字鸿沟，需要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包括充值、消费等环节的安全便利
性。

苏筱芮同样表示看好数字人民币在
“民生+养老”领域的服务场景，在她看
来，这一特色场景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
但目前尚未出现成熟的数字支付手段对
此类需求开展深入挖掘，因此，建议后续
在推广时除了数字支付手段，也可以针
对老年群体涉及更多适老体验服务，使
得数字支付更具温度。 （北京商报）

老年人赶新潮流

民生+养老 数字人民币“接地气”

戴着老花镜在桌前练习书
法、穿着艳丽飘逸的衣裙在广
场上舞动、推着小推车穿梭在
菜市场讨价还价、灶台前忙碌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脑海
中，老年人都应该过着与互联
网和网络小说“绝缘”的生活。
当我们看到捧着手机痴迷于总
裁文、每天按时开直播的老年
人，总觉得空气中飘浮着超出
想象的违和感。

老年人的生活，可能和我
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也提醒全
社会，到了改变对老年人“刻板
印象”的时候了。

老年人也爱总裁文？
“女人，你成功地引起了我

的注意。”“三少，找到少奶奶
了，她带了一对双胞胎回国来
了。”“三分钟内，我要她的全部
资料。”——这些熟悉成“梗”的
台词，被认为是总裁文的代表
性语录。

总裁文，一种充分洞悉年
轻女性对爱情和生活充满幻想
特质的言情小说类型。通过打
造或腹黑、或冷漠、或霸道等具
备个性而又完美到无可挑剔的
男主，营造或甜宠、或虐心、或
反转的故事情节，俘获了一众
年轻女性的芳心。除了总裁
文，穿越、修仙、重生等也是近
年来极受欢迎的网络言情小说
题材。此类网络小说的情节、
对白通常都与日常生活形成强
烈反差，通过满足读者的幻想，
从而吸引他们心向往之。

出乎意料的是，现实生活
中沉迷于网络言情小说的，并
不只有年轻女性群体，还有老
年群体：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报告显示，在接触过数
字化阅读方式的群体中，60周
岁及以上人群占比逐年稳步增
长。北京大学中文系在 2020
年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细致
梳理了不同代际的读者群对不
同的题材、情节、人设的偏好
度，并得出了一幅“代际肖像
画”，60岁以上读者偏好现代言
情、重生、兵王等类型。

两位直播网购“达人”
如果说老年人迷网文尚算

是“中规中矩”的话，那像直播、
网购等更新潮的“玩法”，也正在
吸引着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参与。

“各位亲中午好，欢迎来到
我的直播间。”午饭后，65岁的
海叔架好了手机架，花半天时
间摆弄好儿子刚给买来的声
卡，打开直播软件上线与粉丝
见面。

直播间里的20位粉丝，多
是海叔的亲朋，但他仍然像站
在舞台中央那样饱含激情地献

唱，时不时还与直播间的粉丝
互动。或许是因为海叔的歌喉
的确出众，或许是他的开朗感
染了大家，抑或是亲朋好友出
于对海叔的支持，20位粉丝一
直不停地刷着爱心和礼物。

“谢谢各位亲的热情支
持。接下来，我再为大家献上
一首《你是我梦里醒不了的
梦》。”看着屏幕上令人眼花的
互动反馈，海叔越发地起劲儿，
一口气儿唱了五六首拿手曲
目。唱了一个多小时后，海叔
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直播。

海叔迷上直播是今年年初
的事儿。他有一家自己的小工
厂，近年来厂里生意不景气，他
也用不着总在厂里盯着，突然
闲下来就想找点事情做。由于
疫情隔离政策和工作原因，今
年春节儿子一家回家团圆的愿
望也落空了。为了打发漫长的
空闲时间，海叔和妻子开始在
手机上找乐子。

“现在挺多人都开直播，你
唱歌这么好不试试？”妻子的一
句话，开启了海叔的直播之
路。如今，海叔在手机上直播，
一旁的妻子就捧着手机盯着互
动，在他无暇回应粉丝评论的
时候提示一下，直播完了还会
给海叔一些建议。

“直播不到一个月，我就赚
了 100 多块呢！”谈起直播成
绩，海叔语气中透着欣喜和骄
傲。现在，海叔的直播设备越
发齐全，钻研直播“吸粉”技巧
的时间也越来越多，直播俨然
已从打发时间的爱好变成了令
他痴迷的副业。

手机屏幕的另一端，62岁
的沈阿姨刚刚起床就开始了

“冲浪”的一天。沈阿姨的早
安，从购物直播开始。

后来，像许多年轻人一样，
沈阿姨把网上冲浪当作打发时
间的主要方式。观看购物直播
时，沈阿姨并不会盲目购买，而
是经过充分对比和计算后挑选
出几家物美价廉的店铺，自己购
物的同时也会分享给朋友和小
辈儿。即使是面对不熟悉的人，
沈阿姨分享起网购经验也总是
滔滔不绝。渐渐地，她变成了大
家眼中的“种草达人”。

像海叔沈阿姨这样介入网
络、有着令人惊喜的新潮爱好
和行为的老年人，不在少数。
据《2021年中国银发经济洞察
报告》，我国60岁以上的移动互
联网用户规模超6000万，他们
之中居住在二线及以上城市的
那部分人的手机“冲浪”TGI值
高于 100（关注度高于整体水
平）。这意味着，老年群体与互
联网结缘的深度，显然已经超
出了我们想象。 （大众日报）

网络改变老年人
他们也爱总裁文

大话脉管 作为中国脉管病泰斗，无锡籍海派名医，奚九一
教授生前有个心愿，希望自己对脉管病的毕生经验，能够传
给年轻一代，造福故里。

特邀：奚氏清法
第三代传人、梁溪区
优秀医师、无锡易可
中医医院奚氏脉管
中心主任朱成河。

滨湖区 顾老伯：患静
脉曲张5年，近2年夏天都
会发丹毒，挂了水还是反
复，小腿红肿、发黑，比常人
粗一半，裤子鞋子都要穿大
一码，怎么办？

传承人解读：挂水可解
决单纯的丹毒，但它不能解
除以胫肿为基础的静脉瘀滞
性炎症，对于下肢血栓性浅

静脉炎并发的丹毒，其疗效
就会大打折扣。

朱成河介绍，临床上，下
肢水肿 85%是小腿肿（胫
肿），只要有胫肿，丹毒就可
能复发。而解决“胫肿”难题，
关键要修复下肢静脉功能，奚
氏清法“用腿吃药”专门修复
下肢静脉瓣膜功能，解决“肿
痛痒黑烂”等疑难杂症。

静脉曲张伴丹毒，反复红肿
关键要解决“胫肿”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