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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时代，很多事情通过
手机，动动手指就能办好。但是现
实中，很多老年人却不会上网、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逐渐与时代脱节。
疫情突发，大家居家隔离，有些老年
人待在家里没闲着，他们学网购、看
直播、刷新闻，甚至做起了电商，享
受到了“触电”的乐趣。

“我和敬老院里的几个老伙计
都喜欢吃石榴，前段时间不能出
门，在徐院长的帮助下，我成功在
网上买了一棵石榴树，种下没几天
就发芽了。”说起第一次网购的经
历，年过七旬的张汗文老人话语里
满是兴奋。

张汗文老人“家”在商河县白
桥镇敬老院。平日里，老人们购买
生活物品都是去超市和集市。疫情
发生后，敬老院实施了严格的封闭
式管理，老人们生活有些乏味。
“要是全敬老院的老人们都能学会
网购，将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带来多

大乐趣啊！”敬老院工作人员徐光
平突发奇想。今年57岁的徐光平，
一年前在子女的帮助下学会了手机
上网，对网购带来的便捷和乐趣有
切身体会。

“不管成不成，先教一下。”
徐光平说。徐光平和敬老院工作人
员手把手教老人上网，没想到老人
们不仅愿意学，而且学得还很快。
为防老人误操作，他们把手机的字
号调大，老人们网购付款前，敬老
院工作人员帮助审核、确认。

“自从学会了上网，我已在网
上买了两次东西了，还在手机上打
扑克、看直播，虽然没办法出门，
但生活却变得有意思了。”4月5

日，学会网购的李大爷乐呵呵地
说。截至目前，敬老院老人们已从
网上购买了30余件物品。

“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原来还有
这么多用处。”1953年5月出生的公
培芳，是沂源县悦庄镇东悦庄村一

名老党员。疫情防控期间，他主动
参与疫情防控站点值勤。值勤时，
看到年轻党员、志愿者没事就拿出
手机，看新闻、刷抖音，他很是羡
慕。

“我也得买个智能手机。”公
培芳立即买回，下载了各种App，

认真学习使用方法。“这段时间，
我每天都通过手机看有关疫情防控
新闻，抽空还和儿子通过微信视频
聊天，真是太方便了！”公培芳兴
奋地说。

这次疫情同样改变了徐祥玉对
网络的态度。“我今年60岁了，以

前对用智能手机上网没啥兴趣，可
以说很排斥。疫情发生后，为了销
售我们村大棚芦笋，我不仅学会了
手机上网，还学会了做电商。”4

月3日，徐祥玉笑着说。
徐祥玉是沂源县南麻街道浇花

泉村党支部书记。今年春节期间，
村里前期建成的13个扶贫大棚的芦
笋进入收获期，受疫情影响，芦笋
外销出现困难。徐祥玉和村“两
委”成员商量后，决定在网上找找
销路。

“村‘两委’成员包括我在
内，年龄都偏大，以前都不用智能
手机，刚开始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先是学着做美篇，通过微信朋
友圈接力销售，但是点赞的多购买
的少，效果不佳；后来尝试建了微
信群，把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群内
接龙销售，有了一定的效果，每天销
售300余斤，但销量不稳定；前段时
间，我们又通过微信商城的微店销
售，效果很好。截至目前，我们在网
上已卖出了4000多斤芦笋。”说起“触
电”经历，徐祥玉有些激动。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不能因
为年龄大就排斥新事物。应多向年
轻人学习，跟上时代步伐。”徐祥
玉最后说。

购物、订餐、订票、挂号……
在许多年轻人用一部手机走天下的
时代，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
似乎被隔在了互联网之外。不过，
这次疫情，给农村老人“入网”提
供了契机：商河县白桥镇敬老院的
老人们学会了网购，沂源县悦庄镇
东悦庄村的公培芳学会了用手机

App看新闻，沂源县南麻街道浇花
泉村的徐祥玉更厉害，用手机做起
了电商。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络和手机
的普及，帮助广大农村与现代信息
社会实现了无缝对接，从技术上让
乡村不再边缘。但是对于大多数农
村老年人而言，互联网尚未从单纯

的娱乐工具转变为可提供多元服务
的应用平台。面对五花八门的App

时，多数老人还是有些手足无措；
在线支付复杂的流程，也让担心钱
款安全的老人对此“敬而远之”；
纷繁复杂的流量套餐更让老人们望
而却步。

但现实又要求老年人必须挤上

智能生活的快车。由于城镇化与老
龄化的不期而遇，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大多进城、进厂，老年人成为种
地主力。但现代农业已经不仅仅是
拿着锄头种地，无人机、物联网、
智能灌溉技术等农业黑科技层出不
穷，拿着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种地、
施肥、收获已不是稀罕事，手机已

经成为“新农具”。将来，不会用
手机，真的可能连地都种不了啦。

农村老人学会使用智能手机，
无疑会让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在
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基层相关
部门可以开设手机课堂，教他们“玩
转”手机。不仅让他们能用手机看新
闻、发微信、购物，还能拍视频、当电
商；市场主体在开发软件时，尽可能
地兼顾老年人的需求，设计出他们
爱用、易用、好用的手机App。

但愿各方共同努力，让农村的
老年人尽快、尽早融入到手机智能
时代。

让农村老人也走进“朋友圈”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郭杰

“疫”外收获：智能，我能！
农村大众报记者 王星 通讯员 张琦 刘玉银

农村大众报鄄城讯 （记者石
鹏志 通讯员傅成银 房正）四月
的黄河滩区风光正好。鄄城县旧城
镇三合村、七街、大邢庄、安庄
村村台社区安置房主体已全面封
顶 ， 正 在 进 行 室 内 外 装 修 ， 小
学、幼儿园、创业车间、社区服
务中心等公共配套工程建设也在
同步推进中。

“看目前进度，能如期完成村
台建设任务。”鄄城县旧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范士武说。

据悉，旧城镇4个黄河滩区居
民迁建村台社区占地2859 . 7亩，将
安置17771人，建设5335套社区住房
及相关配套设施，总投资136736 . 81

万元。
搬出水窝子，安居乐业，是多年

来滩区群众的梦想。2016年年底，旧
城镇村台社区建设提上日程，三合
村村台是旧城镇四个村台最大的一
个。村台开建之初，部分群众持怀疑
态度。“镇里把宣传工作作为基础工
作的重点，宣传黄河滩区迁建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把政策宣传到位。”
三合村村台建设负责人周朝红说。

刘国华是三合村村台指挥部的
干部。“万事开头难。那些天，建
设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每天一早一晚
召开村干部、党员代表、群众代
表、老干部代表会议，零距离交
流，面对面解惑，解决了土地调

整、清障、吹填等大量难点和重点
问题。”一想起当初的艰难，刘国
华仍感慨不已。

村民陈百藏现在每天都要到村
台上转一圈，看着眼前拔地而起的
楼房，他激动地说：“以前都是自己
筑房台，费劲还不结实，大水一来就
给冲塌了。谁能想到政府给建这么
好的村台，以后再也不害怕大水了。
村民现在都期盼早日住上新房子。”

“去年7月份，村台刚开工那阵
子，是最忙的时候，测量、挖地槽、进
料……哪一样也离不开人。那时候，
村台上没有遮挡物，风沙大，天天一
身沙土。但一想起乡亲们要搬出‘穷
窝子’，心里就憋着一股干劲。”担任
项目经理的谢保记，是节后第一批
复工人员。这个工地的春天，承载了
他更多的希望——— 村台建成后，他
的家也要搬来这里。

商河县白桥镇敬老院工作人员徐光平(中)正在教老人们使用智能
手机。

鄄城4个新村台安置房封顶
托起1 . 7万余名滩区农民“安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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