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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观察到的，无论是加入
老年舞蹈队伍还是成为唱歌团的一
员，并非以取得某种成就为目的，而
更多是为了在人际关系这一维度上
寻求支持与帮助，建立社会联系，培
养归属感。广场舞、文艺团体以及老
年大学等活动，通常吸引更多女性老
年人的参与，而许多男性老人可能因
为社交能力较为有限，而不太主动参
与其中。

因此，网络平台显得尤其重要。
它为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不愿意或不
能轻易走出家门的老人们开辟了一
片新天地。在这个平台上，他们能够
发现新的价值，结识志同道合的朋
友，从而重新融入社会，体验自己的

“第二人生曲线”。
吴含章半开玩笑地表示，他们

的网站特别帮助了那些被称为“老
宅男”的群体，因为相较于现实世
界，线上环境更容易突破障碍。在
这个虚拟的空间里，人们可以脱下
日常生活的“外壳”，展现真实的自
我，毕竟，在网络上，没有人会真正
知道你是谁。

如今，“老小孩”已经拥有了30
万用户，对于众多老年人而言，这个
平台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为他们创
造了许多共同的回忆。吴含章注意
到，自从2000年网站建立以来，最早
加入的老年网友们现在已是高龄，许
多人的年龄已接近90岁。随着时间

的流逝，这些初期的用户陆续离开了
我们，他们所做的贡献，无疑具有深
远的意义。

“当这些老人离开我们时，他们
的子女经常会来到我们这里，希望能
拿到他们父母在我们网站上发布过
的所有文章。我们会把这些文章整
理打包，作为对逝去之人的纪念。”吴
含章说，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为
用户留下了数字财产，为他们的家人
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记忆方式。

“老小孩”不仅是一个互相照顾、
互相关怀、进行精神交流的社区，对
于他们的子女而言，它还是一个帮助
他们留下宝贵记忆、构建数字财产的
重要平台。 （澎湃新闻）

让老年人在人际交往维度上找到归属感和支持

“老小孩”网站：30万老年人的数字财产
近期，有媒体报道揭示了网络

世界中一个别具一格的角落——
“老小孩”网站。这是一个由一群热
衷于记录日常生活的老年人构成的
社区。报道中提到在博客上写下
6000余篇日记的“范先生”等老年
用户，他们的行为挑战了普遍对老
年人的刻板印象，展示了他们对于
体验新鲜事物的渴望——无论是品
尝一杯奶茶，扫码骑共享单车，还是
漫步于繁华的商场。

关于“老小孩”网站的创立，上
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主任、“老小
孩”网站创始人吴含章提到，缘于其
父亲退休后生活的变化。那正是互
联网创业如火如荼的年代，吴含章
萌生了一个独特的想法：为何不创
建一个服务于老年人群体的专属网
站呢？

这一构想得到了作为一名退休
高级工程师的父亲吴小凡的大力支
持，他以自己掌握电脑的经验为基
础，编撰出了适宜老年人学习的材
料。吴含章回忆道，对于那一代老
年人，他充满了敬意。

起初，吴含章及其团队计划构
建一个提供信息服务的平台，类似
于当时广为人知的搜狐、新浪等新
闻网站。然而，他们很快意识到，这
样的信息服务并未能吸引老年人群
体。老年人习惯于通过电视、广播
和报纸等传统媒介接收信息，对于
新兴的在线平台缺乏兴趣。

经过一番尝试，吴含章以及“老
小孩”网站的其他两位联合创始人
张志安和王勇逐渐洞察到，老年人
在网络世界的追求远不止于被动地
接收信息。他们实际上渴望有一个
可以自由交流的空间，一个通过聊
天等形式促进人际互动的平台。因
此，吴含章启动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打造了一个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论
坛，允许他们在这个平台上自由地
交谈和分享。

这个论坛一经推出，立即收获
了热烈的反响。它成为第一个专门
服务于老年人的社交平台，迅速吸
引了近10万用户的关注。这一显
著变化不仅加深了对老年人需求的
理解，而且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崭新
的社交领域——一个可以自由交流
思想、分享生活经验和情感的场所，
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社交生活。

许多老年用户积极参与，甚至
主动承担起论坛版主的职责，他们
的热情和渴望广泛交流的心态，为
那个时期我们的老年用户群体营造
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讨论环境。通过
这个平台，老年人不仅可以交友聊
天，还能找到一种归属感。

如今，“老小孩”网站已聚集了
30万用户在线进行“精神养老”。
众多老年人通过博客建立和维护
重要的人际关系，彼此保持着紧密
的联系。如媒体报道所述，有时当
一个活跃的老年网友突然沉默时，
是网友们最先察觉并表达关切，这
种情形往往比老人的家人还要敏
感。这凸显了精神养老的重要性，
对于老年人来说，精神上的关爱和
支持与身体上的照料同样重要。

“老小孩”网站通过细致的分析对
用户的在线行为和交流习惯进行了研
究，揭示了不同年龄层的老年人对技
术的适应能力和偏好。具体而言，70
岁以下的较年轻老年群体对智能手机
和各种应用程序相对熟练，能够轻松
驾驭各种社交软件的使用。这一族群
偏好于快节奏的社交媒体生活模式，
他们乐于分享朋友圈、拍摄照片、上传
视频等，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无异，活
跃于小红书、抖音等平台。

相较之下，更年长的老年人，如
年龄接近或超过70岁的群体，更倾
向于沉稳的交流方式。他们更愿意
花时间沉浸在写作中，记录像日记、

博客这样深度的内容，分享个人的生
活经验和感悟。这些记录不但内容
丰富，还有可能被整理成册，成为永
久的纪念。

吴含章认为，细分老年人群体的
精神需求是必要的。对于刚退休的
人，以及那些身体状况依旧良好的75
至80岁老人，应该着手丰富他们的
精神生活，使之更加充实有意义。而
对于已达到生活不能自理的阶段的
人，需要探讨如何调整支持，以维持
其精神满足感。而在养老的最后阶
段，则可能需要考虑提供安宁疗护，
确保他们能够平静、有尊严地度过生
命的末期。

对于80岁以前的老年人群体，
探索如何赋予他们的生活更多的价
值感至关重要。随着人们寿命延长，
许多接近90岁的老年人依旧保持着
活跃的网络生活。他们希望将自己
的游记、文章等编纂成册，留作子孙
和亲朋好友的纪念。

在这个数字时代，老年用户可以
在虚拟空间中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
的真实情感。无论是喜悦还是忧伤，
他们都能够坦诚地进行分享。这种
真实性是非常珍贵的，尽管是在虚拟
环境中，但它反映了晚年人群相互之
间的共鸣和理解。他们基于相似的
年龄和人生经验，更易于建立深层次
的交流和联系。

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老年人可以
摒弃日常生活中的顾虑，自由地表达
自己。他们的互动主要基于鼓励和
支持，甚至在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也
能相互安慰，彼此鼓励。这种互助的
心态极大地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沟
通。在这样的环境中，老年人愿意打
开心扉，分享自己的感受。

“精神上的养老并不是一个新概
念，但面对庞大且多元的老年人群
体，社会和政府往往更多关注于生活
能力大幅下降或需要特别照护的高
龄老人。因此，针对需要精神慰藉和
关爱的老年群体，社会上具体的支持
措施仍然有限。”吴含章表示。

创建“老小孩”
平台的旅程

活跃于网络的近九旬长者

老年人的“数字财产”

老小孩们在一起互助学习电脑网络老小孩们在一起互助学习电脑网络。。

老年人写下梦想老年人写下梦想：：能上网发博客能上网发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