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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这张图片，根据
箭头方向，把它拖拽到上
面，放置，接下来点保存，
这张图片拼好后，再点继
续拼图。”今年8月末的一
个下午，在北京链家一门
店的多媒体室，赵思云作
为老师站在大屏幕前一步
步地讲解着，而台下坐着
的学员，则是和她一样的

“银发”一族。
今年5月，北京链家发

起了“银发志愿者”招募，
希望为学有所成的老人搭
建一个平台，让老人在这
里发挥余热。赵思云由此
被认证为首批“银发志愿
者”，由于喜欢摄影，她便
选择担任手机课堂中的

“手机摄影”讲师。主讲手
机摄影的构图和修图App
的各种功能。8月以来，她
已经上了三次课。

5年中，赵思云没有停
止在手机课堂内外的学
习。每节课，她都会认真
记笔记，课下也会反复练
习。她喜欢拍照，在她的
手机里，存有1万多张图
片和400多个视频，除了
拍照，她最喜欢琢磨修图
App的各种功能。每次发
图到朋友圈后，都会有很
多人问她是怎么做的，她
便乐颠颠地给别人解释。

当天课上，赵思云主
讲的App是“美图秀秀”，
教学任务是让大家了解如
何利用App的拼图效果，
拼出一个桃心形“九宫
格”。每周五的手机课至
少要上一个半小时，赵思
云一般都会用好几天来准
备课件。

讲台下坐着的二十多
名老年人都拿起手机，按
照赵思云的讲解，一步一
步跟着操作起来。遇到操
作不明白的地方就大声提
问。

对于这种老人间互助
的形式，心理学专家认为，
与年轻人三下五除二的操
作相比，老年人更懂老年

人哪里需要停顿、哪里需
要重复讲解，也会更有耐
心。

和赵思云前后开始上
课的张巧，也成为这批“银
发志愿者”之一。她在课
堂中扮演志愿者助教的身
份，为听课的老人答疑解
惑。她性格开朗、做事细
致，在班里逐渐成为了凝
聚大家的主心骨。

教育学专家表示，老
年人之间互相教学，是一
种很好的方式。老人的生
活节奏、话语体系相似，互
相之间寻求帮助比较容
易。更重要的是，老人之
间有相互带动的效应。一
个人站上了讲台，就会有
更多老年人敢于迈出这一
步。

一项针对生活在疗
养院中老人的研究表明，
老年人能否感受到“被需
要”和“决定权”，会对他
们的生理健康产生一定
影响。正如赵思云，即使
耗费几个小时为其他老
人准备课件，也不觉得辛
苦，精神状态反而更加积
极健康。

统计数据显示，当前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
占据总人口的19.8%。社
会各界均在积极探索如何
拥抱老龄化。在这个过程
中，老年人精神层面的生
活质量，不应该成为被遗
忘的“角落”。

把北京链家5年来推
行公益手机课的探索过程
作为一个切面，可以看到，
由年轻人主导，帮助老年
人学习技能，进而让老年
人完成“从学到教”的转
化，在互助中寻求价值，已
经出现了银发志愿者这样
的“微光”。或许，这个样
本可以为老龄化这个大问
题找到一步小小的“解
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
除吴淑萍外其余人物为化
名） （北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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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云今年73岁，几年前随女儿来到北京。原
以为大城市生活很精彩，但她每天除了买菜、做饭、
干家务，就是窝在家里看小说。

虽然女儿给她配了智能手机，但除了通话、微信
聊天，其他功能她都不会，在这个处处离不开手机的
时代，她感觉寸步难行，不会叫车、不会网购，甚至连
存储图片都不会……

像赵思云这样的老人还有很多。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
到2.8亿，占总人口的19.8%。其中在70岁至79岁
的老年人中，使用智能手机的仅占31.2%。

如何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拓展能力半径，
重新构建他们与社会的联结感，重新找回他们对生
活的自主性和掌控感，成为老龄化社会的一道命题。

在杨诺的记忆当中，母亲
赵思云的生活一直很简单，很
少出去转悠，也没有别的需
求，每天就是在家与菜市场做
两点一线运动。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手机对赵思云来说，只是通
话、微信聊天的工具，其他的
功能，她都不怎么会用。一
次，她想在网上买个东西，女
儿说，想买什么告诉她，她来
买。然而女儿常常被其他事
情牵绊，买东西的事常常被
耽搁。

她想学着自己网购，但
女儿不赞同，怕她被骗。就
这样，在不经意中，赵思云拓
展“智能半径”的机会一次次

被拖延。
实际上，退伍军人出身

的赵思云，曾是一名“前沿”
的通信兵，当初也是一把技
术好手，没想到如今却被小
小的手机难住。

那是2018年，距离第一
款智能手机面世已经过去好
几年了。对一些生活在一线
城市的老人来说，智能手机
只是一部能发语音、打视频
的彩色“小灵通”。

生活在北京的退休公交
司机张巧，也是在这一年偶
然“被拓展”了智能手机“能
力半径”。2018年，张巧遭遇
了一次疾病的考验——乳腺
癌治疗。漫长的化疗期间，

她每天就盼着儿子能发些孙
女的视频，一遍一遍地看，
以此缓解思念。后来，在同
病房一位大姐的帮助下，她
学会了与孙女视频通话，甭
提多开心了。不仅如此，她
还完成了第一次网购。张
巧发现，原来有事情做的时
候，即使是住院的日子也不
难熬。

出院后的张巧，偶然发
现北京链家在社区开办的

“我来教您用手机”课，解锁
了更多手机技能。巧合的
是，那年5月，赵思云也加入
了自己家附近的“同款”链家
手机班。自从找到了“组
织”，赵思云一学就是5年。

第一节手机课设在北京
安贞西里社区，那是2018年
5月。

作为“我来教您用手机”
公益课堂项目最早的参与者
和设计者，吴淑萍对当时的印
象很深。

第一次开课的时候，不大
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甚至
有从房山、燕郊专门赶来听课
的老人，大家学得很认真，像
小学生一样边听边记笔记，不
懂的地方会拉着老师反复问。

但是项目推进之初就伴
随着一些质疑，有人怀疑他们
的“目的”：是不是又让老人下

载收费软件？是不是又让我
花钱买东西？是不是作秀
……

诸如此类的质疑让这些
来讲课的年轻人心里很不好
受。但越是深入与老人们接
触，吴淑萍就越不想放弃：“帮
助这些老人拥有他们应有的
能力，让他们重新拥有像年轻
时候一样自主掌控生活的能
力，成为我坚定把这件事做下
去的源动力。”

不仅爱心可以发芽，善意
也能够将质疑冲淡。每次在
一个社区开新班，课堂规模都
会经历一个逐渐扩大的过

程。第一节课后，来听课的老
人会越来越多。

如今，5年过去，手机课
堂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
课程教材从薄薄的几页纸，到
现在多达126页。从鲜少被
相信，到如今有2000余名北
京链家经纪人参与其中，为累
计 13 万人次的老人开班讲
课。

5年持续不断的善意也
渐渐收获了回响。

杨诺明显感觉到了母亲
找到“组织”后的变化。这几
年，赵思云常常会主动给她分
享很多自己看到的、学到的东
西，而杨诺则惊喜地发现，母
亲在掌握了新技能、扩展了新
的认知领域后，也变得更加积
极。

学会手机缴费后，家里的
水电费缴费任务不声不响地

“承包”给了赵思云。很久之
后，杨诺才发现，自己已经很
久都没缴过家里的水电费
了。一问，才知道母亲学会了
手机缴费。

“这几年，明显发现母亲
和我之间的话多了，日常聊
天，也不只是家长里短那些事
儿，整个人也开朗了许多。”杨
诺说。

老人教老人使用手机老人教老人使用手机。。

手机课堂上的老人们手机课堂上的老人们。。

困在智能手机外的“能力半径”

像年轻时一样自主掌控生活

成为银发志愿者带动更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