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再遗产管理人公告
兹 有 自 然 人 欧 阳 再 ，男 ，汉 族 ，1939 年 5 月 27 日 出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222193905273239，于2022年7月3日死亡，生前住所地为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牌
楼社区河西高101号。经利害关系人申请，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1日作
出（2023）苏0206民特23号民事判决书，指定无锡市惠山区民政局担任欧阳再的遗产管理
人。

现无锡市惠山区民政局特此公告：
1、若有欧阳再的债权、债务人，请在公告期限届满前与本局联系，并准备好书面说明材

料，包括（1）债权、债务人的身份证明；（2）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证明材料。
2、若有其他对无锡市惠山区民政局担任欧阳再的遗产管理人有异议的人士，请在公告

期限届满前与本局联系，并准备好书面说明材料，包括（1）异议人的身份证明；（2）异议人的
理由及证明材料。

本公告的期限为三十天，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计算。请上述相关人士在公告期限
内与本局联系，联系人：沈女士，电话：13961886876。

特此公告。
无锡市惠山区民政局

2023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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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老人情感需求不被认识

坊间有这样的观点，对大部分
老人而言，刷短视频能弥补孤独感
和寂寞感。今年85岁的李阿姨曾
是一位妇产科主任，身体还算健康，
但是她总觉得“自己没什么用了，儿
女也不需要我”，每天她都是靠刷手
机度日，“只需要看看手机，我就能
知晓天下事，看到有用的视频还可
以分享给亲朋好友，这让我感觉到
自己还是有价值的。”李阿姨说。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张梓雯
（化名）认为，希望排除孤独感只是
老年人沉迷刷视频的原因之一。随
着身体机能的老化，人的情绪控制
和自我控制能力变差，更容易性情
偏执，老人上网时往往注意不到时
间的流逝，等发现时，可能已经过去
了很长时间。

“上网刷视频其实有利有弊，精
彩的网络信息有利于老人拓宽参与
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但如果过度沉
浸在短视频里，被大数据的精准推

送牵着鼻子走，这些短视频会让老
年人越看心里越焦虑”。

“为啥人家的小日子过得那么
精彩？为啥人家的孙子孙女就这么
有出息……海量的信息、成熟的算
法把短视频做得投其所好，不同的
表达形式，却都传达出一样的社会
焦虑情绪。”张梓雯说。

张梓雯同样家有老人，她给父
母买了各种健脑益智的玩具，鼓励
老两口把注意力从手机上转移开。

“在无法陪伴老人的情况下，我们也
可以借助工具来帮助老人家体验到
不一样的乐趣。”她还表示，儿女可
以帮助老人在手机里启用健康模
式，限制屏幕使用时间，减少手机的
使用频率。

不少心理咨询师还建议老人培
养多种兴趣爱好，多与他人社交，尤
其是参与社区、邻里之间的社交，努
力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乐趣，减少对
互联网的依赖。 （广州日报）

老人短视频刷不停，轮到子女焦虑了
曾几何时，青少年过度上网让家长焦虑不已；如今，老年人过

度上网也开始让儿女担心。日前，记者采访了解到，使用短视频
平台的老人越来越多，除了极个别老人沉迷打赏大额资金外，不
少老人被大数据精准“拿捏”，落入“信息茧房”；也有人沉迷短视
频购物，过度消费，有时还会遇到退费和售后等各种棘手的问题。

有社会工作者及心理咨询师表示，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了
解老人的喜好，不断有针对性地推送，会不断强化老人头脑中的
认知，一旦接收到的是负面信息居多，会增加老人的焦虑，建议老
人多参加真实的社交，减少对互联网的依赖。

“叮……”临近中午，正在工
作的田女士被微信消息通知声
打断了思路。她拿过手机一看，
是85岁高龄的老母亲发来的一
个短视频，上面大大的红色标题
字写着：“告诉你的孩子，走路也
要留神……”田女士知道，老人
又在为孙子、孙女的安全问题焦
虑了。

“我现在发现，过度刷短视
频不但影响老人身体健康，还会
增加他们的各种焦虑。”田女士
告诉记者，她的父母年逾八十，
身体比较健朗，平日里也有外出
锻炼和社交，但老人刷视频的问
题一直困扰着自己。

“老人闲来无事刷视频，当
然无可厚非，但是时间太长，而
且反反复复刷同一类型的内容，
就会被洗脑。”田女士说，有一段
时间，母亲不断在家庭微信群里
发送有关青少年安全的视频。

后来，她又开始接到母亲的电
话，母亲忧心忡忡地询问孙子、
孙女每天上学的情况，包括路程
有多远、坐什么车、下车后步行
路段在不在闹市区、步行时间有
多长等。田女士耐心回答了老
人的询问，老人仍然放不下心，
不断地说：“一定让他们小心啊，
现在到处都是危险啊……”在
偷偷查看了母亲的短视频浏览
记录之后，田女士发现了问题所
在。

“那段时间老人看过的视频
里有关学生安全问题的占了大
多数。”田女士知道，平台会根据
各人的喜好推荐相关视频，“今
天推、明天推，不断、反复推送同
一类的视频，如果是偏负面的视
频，会让老人们变得焦虑。”

家住广州市白云区的市民
张先生也有这样的经历。他告
诉记者，自从前段时间各大平台

报道了缅甸电诈产业园的新闻
之后，他发现父母转过来的视频
几乎都与其相关，而且经过自媒
体的加工和渲染后，一个比一个
惊世骇俗。

一位社会工作者表示：“刷
过短视频的人会有这样的印象，
一旦开始，感觉就停不下来，这
不只是缺乏意志力，因为短视频
后台会根据用户刷视频的类型、
停留的时长等因素，判断用户的
喜好，进一步精准推荐，牢牢锁
定用户的注意力。”

上述社会工作者表示，老人
家眼中经常看到的“总是”“又”

“再”等词汇，很大程度上是大数
据给他们造成的错觉。

近年来直播风靡，一些老年
人也迷上了在直播间购物。但
由于老年人岁数大了，辨识力和
记忆力有所下降，往往会在网购
中被“坑”。

“00后”沈雯（化名）告诉记
者，自从帮助母亲学会网购之
后，她的母亲一发不可收拾，抖
音、视频号，甚至小红书都成了
其购物平台。

沈雯的母亲今年70多岁，
刚开始只是买食品，后来发展到
买衣服、买生活用品。有一次，

沈雯发现家里有一箱烂了一半
的土豆，原来是母亲为了买来囤
着的，让她哭笑不得。

最让沈雯担心的是老人家
经常花“糊涂”钱。“老人家的微
信群里有各种平台链接，经常是
看到一个视频就漫无目的地点
进去，跟着推送节奏‘买买买’，
一通操作以后，根本已经忘记自
己是在哪个平台买的！”她说，曾
经有两次，母亲着急地跟她说货
不对板，要退货，沈雯找了半天，
也找不到她的订单。

市民吴先生也有类似困
扰。最近他发现家里堆放着很
多玉石、字画、陶瓷花瓶，母亲喜
滋滋地说这是她自己在直播间
购买的“名画”“古董”。“我妈说
这些东西价值几百万元，老板家
里出事了，才几百块钱低价处
理。”吴先生听后哭笑不得。他
发现，母亲在这些“名画”“古董”
上的花费已经过万元。“既无权
威机构背书，也无认证，这些假
画、假古董就这样掏了老人家这
么多钱。”吴先生无奈地说。

不断推送的同类视频

心理咨询师支招：
让老人试试健脑益智的玩具 鼓励他们多参加真实的社交

最近，老年人“互联网追爱”现象引发大众热
议。“老年人愿意关注、点赞、评论、打赏喜欢的主
播，因为他们的现实情感需求未被满足。”近日，北
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发布《老年人情感关怀与短视
频使用价值研究报告》，解释了这一现象。

正视情感需求
助老人健康用网

《报告》还显示，老年人观看正能量直播的频率
越高，其基本心理需求越能得到满足，进一步降低
其抑郁水平，提高其社会适应性。从调研的整体情
况来看，老年人平均常看短视频类型达到11种。
丰富的内容不仅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具有积极
影响，还能消除过度使用造成的不良影响。

作为老年教育实践者，北京东方老年研修学院
研究员杨文霞认为，短视频和直播已经成为老年教
育的重要途径。“老年朋友们不但要做短视频和直
播的‘观众’，也要学做‘导演’和‘演员’，通过展示
自身才华和独特魅力来找到价值感，激活身上的能
量圈。” （老年日报）

《报告》对全国2000余位老年人进行了调研及
访谈，同时借鉴了大量心理学研究成果。“老年人也
有进行人际联结、感受人际温暖、获得情感归属的
需求，有‘被爱’和‘主动去爱’的需求”，《报告》课题
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彭华茂说，

“短视频对一些老年人来说是情感连接，生活中缺
少爱，所以利用短视频缓解孤独，弥补情感空虚。”

然而，调查发现，一些年轻人对老年人情感需
求的认识不充分，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局限在亲子
关系上。“家庭成员需要给老年人提供更多情感支
持，多抽出时间陪伴老人。”彭华茂建议，要正视老
年人的情感需求，督促平台开发“适老化”版本。

老人学做“导演”和“演员”

迷上在“直播间”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