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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见的智能手环、“一键呼”，到专为老
人设计的报警拐杖、监护床……一波又一波的
智能养老设备在社区推广，有的社区光是为老
人发放的“一键呼”就有好几种。但有不少智
能设备成了“鸡肋”，老人觉得不好用，干脆被
长期闲置。记者采访多位老人后发现，面对智
能设备，学不会、怕用坏、认为没什么用，是大
多数老人的顾虑。

“其实老人也渴望接受新事物，但很多产
品功能多、操作复杂，我们花很长时间也只能
学会一些简单功能，还有一些功能学了就忘。
真有急事了，我还是习惯打电话求助。”胡大妈
的抱怨，说出了很多老人的心声。

调查中，不少老人表示，有的智能设备需
要经常充电，老人嫌麻烦；有的智能设备需要
定期升级系统，老人更是弄不明白。“我们不习
惯联系客服，按照提示操作也跟不上，就希望
有会用的人帮忙操作。”杨大爷说。

此外，一些智能设备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
误差。王大爷家中养了一只小狗，每当老人外
出时，小狗就在家里上蹿下跳，以至于红外监
测设备识别错误，误将小狗的行为判定为老人
在家摔倒，发出了紧急警报。闹了几次乌龙
后，王大爷干脆把设备拆掉了。

那么，老人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智能设备
呢？杨大爷认为，智能设备首先要考虑老年人
的接受度，尽可能简单易操作，让老人一看就
懂，一学就会，使用上适应老年人的思维模式
和操作习惯。

胡大妈认为，智能设备背后还要有专业人
员的支持：“设备怎么用有人教，维护也有人
管，遇到问题了能随时找到人帮忙，这才能解
决实际问题。”

此外，还有一部分老人不愿使用智能设备
的原因，是舍不得花钱。老年人的消费观比较
传统，偏向节俭，舍不得花几百上千元购买智
能设备。即使目前进入老年人家庭中的智能
养老设备大多是政府买单，有些老人还是不敢
贸然尝试，担心电子产品容易损坏。因此，智
能养老设备要想普及进万千老人家，价格也要
更亲近普通的老年人群体。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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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音全交互机器人、
智能腕带、居家安全警报器、红
外人体感应探测器、“一键
呼”……如今，越来越多的智能
养老设备走进了家庭，在居家
养老中发挥着作用。不过，操
作复杂的智能设备也给老人带
来了困扰，让许多老人对智能
养老设备持怀疑和观望态度。
老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智能设
备？智能设备如何才能真正为
老人所用呢？

“小联，小联，给我唱一首《东
方红》。”家住北京海淀区花园路
街道北航社区的陈大爷92岁了，
独居多年的他最近多了一位新

“朋友”——AI智能语音全交互
机器人“小联”。

别看“小联”个头不大，功能
可不少，它拥有娱乐、提醒、服务、
对话等8项功能，内置了多个养
老服务项目和语音知识库。今年
年初，北航社区试点引入了这款
机器人，率先投放给近500户70
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对新鲜事物

接受度高的陈大爷成了首批“尝
鲜者”。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陈大
爷已初步掌握了机器人的操作。

“小联，小联，我要听新闻。”“小联，
小联，今天天气怎么样？”平日里，
陈大爷已经习惯通过“小联”获取
各种资讯，“小联”也会及时提醒陈
大爷吃药，陪老人聊天、唱歌。老
人需要陪同送医、叫车出行等服务
时，只要动动嘴呼叫“小联”，后台
的专业服务人员就会收到指示，立
即安排上门服务。如果老人突发

意外，只要通过语音通知“小联”，
救助人员就会在18分钟内赶到家
中。“有了这个机器人，心里觉得踏
实多了。”陈大爷说。

前几天，“小联”突然无法对
话了，陈大爷赶紧找到社区志愿
者求助：“我家娃娃怎么不理我
了？”志愿者上门调试后，“小联”
恢复了正常。“我家娃娃又能跟我
说话了。”陈大爷喜笑颜开。对于
陈大爷来说，“小联”已经成了他
生活中的精神慰藉，缓解了寂寞
和孤独。

在北航社区，像陈大爷一样
的独居老人很多。社区里60岁
以上的老年人占社区总人口近
30%，80岁以上的老人有1500
多人，90岁以上的老人有200多
人，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社区。

“这些老年人的普遍需求是
就医、出行、照护，还有送餐、康复
等生活服务。此外，老人对文化
娱乐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同样强
烈。老年人数量多、需求大，单靠
社区居干的力量是无法满足的。”
北航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同华说。此前，社区帮助老人
解决生活难题，靠的仅是一部电
话，每天由居委会干部和志愿者

接听、记录老人各种需求，再联系
对应的服务机构解决。

为更好地服务老人，今年初
北航社区引入了养老服务联合体
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刘同华介
绍，这一服务模式由政府指导、社
区主导、公益助力、智库推动、养老
机构优势互补、志愿力量补充相结
合。老人的需求通过智能设备终
端，传递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上，
平台有效对接服务供给与需求信
息，依托平台整合多方专业服务团
队，为老年人提供对应的服务。目
前，养联体成员单位已达30余家，
涵盖社区自治组织、基金会、智库
和专业服务机构等。

在老人家中，除了智能机器
人“小联”，还安装有非接触式监
测仪、门磁、烟感、水流传感、燃气
感应报警、“一键呼”等智能产品，
同时为老人提供服务。

“通过这些设备，我们能知道
老人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
来，感知老人是否正常用水用气，
实时监测老人的活动轨迹，判断
老人是否发生危险或是否需要帮
助。当监测到老人意外摔倒或长
时间不动弹时，设备会自动发出
报警短信及跌倒位置信息，通知
子女或指定人员，以便老人及时
得到救助。”养联体工作人员杨秀
婷介绍说。

在社区养联体服务中心的中
央大屏上，安装在老人家中的智
能设备发出的所有呼叫数据，会
实时显示在智慧养老平台上。大
屏上滚动更新着订单情况，标明
了老人的姓名、楼号、服务名称、
时间和状态；还有安全感应器发
出的告警提醒，都会作为工单精
准派给专业服务商或社区志愿
者。

“为老人提供服务的看似是
智能设备，其实还是‘幕后’的服
务人员。为老服务的事项又多又
繁杂，还要随时响应老人的紧急
呼叫，有些工作必须依托专业人
员进行。如何让有限的人手发挥
最大的作用？智慧养老平台通过

精准分工，可以提高服务质量。”
北航社区养联体志愿服务队志愿
者刘永利说。

前段时间，年过八旬的刘大
妈起夜时不慎跌倒，一时爬不起
来。当时正是凌晨4时许，儿子
远在郊区，街坊邻居都在熟睡。
她的老伴儿已年过九旬，一时不
知该找谁求助。这时，老人想到
了呼叫智慧养老平台。接到老人
的求助信息后，后台工作人员一
边迅速与999急救中心取得联
系，一边指派附近的联讯安防工
作人员和乐老汇的护工前去救
援。很快，救助人员和车辆及时
将刘大妈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
疗。

平台无法提供的服务，社区
志愿者也能成为有益的补充。北
航社区成立的十支志愿服务队有
100多名志愿者，他们承担起了
为老人送菜、取快递、买药、爱心
出行等服务。

72岁的崔桂荣带领5名志愿
者，与97岁的陈大妈结成了志愿
帮扶对子。由于陈大妈年事已
高、行动不便，还要照顾常年生病
卧床的70多岁的儿子，崔桂荣和
队友们每周五都会按照陈大妈开
出的菜单去帮她采购食材，送货
上门。“比起‘老老人’，我们这群

‘小老人’尚有能力去照顾他们。
而老人日常生活的一些小需求，
就由我们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

智能机器人给老人做伴儿

智慧平台可满足多种需求

智慧平台背后有精准分工

智能设备需兼顾老人需求

（（新华社资料图新华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