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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根据《2020 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超

过 10 万老人日均在线超 10 小时。60 岁及以

上老年用户日均上网时长超 1 小时，平均一

天登录 5 次 APP，高于其他年龄段用户。《银

发人群洞察报告》则显示，短视频已成为老年

网民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在以抖音为代表的

主流短视频平台上，老年人每月人均在线时

长可达 1500分钟。

在学会使用移动互联网，跨越“数字鸿

沟”之后，不少老年人陷入了“数字沉迷”，困

扰着许多家庭。

遛弯懒得去，躺下刷手机

洞悉人性的算法设计、小恩小惠的红包

奖励、画大饼式的助力返现……在这些难以

抵挡的诱惑面前，“网瘾老人”的队伍也日益

庞大。

李丛斌的父亲退休前是国企的老干部，

现在是某短视频平台的资深用户。“平台投其

所好，推荐的视频仿佛刷不到头，每天在沙发

上一坐就是一下午。”李丛斌觉得，父亲这是

上瘾了，“交际舞也不爱跳了，遛弯也懒得去

了，有一次一个姿势坐得太久，起身时摔倒

了，全家吓坏了，强令他多躺着，结果他躺下

就接着刷手机。”

成箱的廉价卫生纸、大量十几元的裤子……

回家过节的刘丹宁发现，房间里堆满了母亲

从网上抢购的战利品。“我加班到半夜，我妈

网购到半夜，有时凌晨两点还在给我发团购

信息，家族群里全是她的砍价链接。”让刘丹

宁困惑的是，母亲一辈子节俭，怎么开始上网

后就变了个人，屯了一堆用不上、吃不完的东

西。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

授唐丹分析称，老年人退休后，闲暇时间突然

增多，社会身份从决策者变为从属者带来的

落差，子女无法承欢膝下的空虚感，使他们转

向线上寻求慰藉。相较于成长于网络时代的

年轻人，他们对互联网更加好奇，也更易沦陷

其中。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谢

天认为，应辩证看待“网瘾老人”的出现。一

方面，有保障的晚年生活创造了消费需求。

在技术进步、物质充盈、人均寿命不断延长

的情况下，更多的老年人有时间精力上网冲

浪。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 50 后、60 后年轻

时忙于养家糊口，兴趣爱好没有得到发展，

晚年娱乐方式单调，上网便成了消磨时间的

最好选择。

喝了大半年，喝出肾结石

谈起家里的“网瘾老人”，刘丹宁心情复

杂，“我既希望他们在网上看看逸闻趣事，学

学做菜唱歌，退休生活没那么无聊。又怕上

网时间过长不利健康，而且信息鱼龙混杂，容

易被骗不说，还伤心伤神。”不断闪烁的光影

会持续刺激眼睛，进而导致视力下降、干眼

病、青光眼等眼部疾病。此外，久坐会诱发或

加重颈椎病、肩周炎，熬夜会对心脑血管造成

负担。

不少年轻人发现，有的老人在网上易于

听信并传播假信息，各种“震惊体”文章充斥

着家庭群。李丛斌总结，父亲的朋友圈最爱

转发三类文章：养生伪科学、情感道德类心灵

鸡汤、以专家为噱头的标题党。

高中老师张皓文十分担心又无计可施，

“我妈看养生文，拿着大可乐瓶喝碱性水，还

逼我们喝，结果喝了大半年，查出双肾结石。”

此外，老年人防范意识较差，常被网络诈

骗团伙盯上。据相关媒体报道，从谎称公司

准备上市出售“原始股”，到需要不断拉人入

伙的理财课，再到参与国家项目分红骗局，诈

骗手法不断翻新，老人们本想赚点小钱，却让

大半生的积蓄打了水漂。腾讯 110平台发布

的《中老年人反欺诈白皮书》显示，2019 年上

半年，该平台共受理中老年人受骗举报超过

两万次，其中 97%的受骗者曾遭资金损失。

“相较于主动创作发布内容，老年人上网

多是浏览信息，属于消极的网络使用。”唐丹

表示，由于数字媒体素养相对欠缺、老年人在

对被动接收的信息甄别时，容易出现偏差。

谢天觉得，老年人被骗时可能并非毫不知

情。“网络交往中的互动带给他们归属感，填

补了情感空缺，有的‘心甘情愿’走进圈套。”

功夫在网外，老要有所乐

第 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 2021年 6月，我国 60岁以上老

年网民占网民总数的 12.2%，且增速远高于

整体，成为互联网时代不可忽视的用户群体。

老年人加速拥抱数字生活，如何引导他

们理性适度上网，构建更加适老护老的网络

环境？唐丹指出，各经营主体在适老化改造

过程中，除了着眼于界面简单、操作方便，还

要注重网络信息呈现的质量，对可疑广告、不

良信息尽到提醒义务。平台企业应当负起责

任，致力于打造适合老年人展示自我、实现价

值的舞台，不能为了攫取注意力，而在网页设

计中加入成瘾性元素。

走出“网瘾”后去哪里呢？张皓文觉得，

城市里望眼皆高楼，老年人休闲去处十分有

限。对此，谢天认为，要实现从“老有所养”到

“老有所乐”的转变，需提供更加丰富、有意义

的生活选择，“建设城市客厅、公园等开放空

间，剧院、音乐厅等文化设施对老年群体优

惠。此外，以社区为单位组织的老年学校、志

愿团队，也很受老年人欢迎，当精神生活需求

得到满足，互联网的诱惑就会下降。”

对于很多空巢老人而言，网瘾背后是无

助和孤独。唐丹觉得，子女要想帮助父母戒

掉网瘾，试着理解是第一步，“我们对老年人

有太多刻板预设，认为老年生活就应该是打

牌喝茶。其实年轻人热爱的生活方式，老年

人同样可以选择。子女帮助父母提高网络防

范意识，跟他们分享优质内容，鼓励他们利用

网络记录生活。”

“网络行为的根源可能是恐惧。”谢天说，

“老人频繁转发养生文章，是因为意识到死亡

渐近；会掉入投资理财的陷阱，是想让疾病来

临时更有保障。这时家人不应是掐掉宽带、

限制上网，而是和他们坦诚谈谈死亡，一起了

解金融知识，直面问题，从源头解决困惑。”

长时间刷短视频、大量网购养生用品、彻夜 K歌……不少老年人沉迷网络，甚至日均在线超 10小时

跨越“数字鸿沟”之后，他们陷入“数字沉迷”

民 声民 声G

苏墨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来，处处是

舞台。”

喜剧作品《最后一课》中一句台词，同时戳中了观众

的笑点和独白。这是自嘲“脚脖子”部演员的蒋龙和张弛

两人内心独白：生活坎坎坷坷仍在继续，你我还需学会忍

受孤独，努力下去就有希望。这同样也是众多处于各行

各业“腰部”“脚脖子”部的年轻人的独白。

他们都在寻觅、等待发光发亮的那个舞台。向“头

部”迈进的路，道阻且长，但心中还有梦要追，就不会

“躺平”。

正在热播的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会》从当下年

轻人面临的爱情、社交、家庭、财务、工作等痛点切入，为

大众带来素描喜剧、音乐剧、默剧等不同风格的喜剧作

品，颇受观众好评。这些“没心没肺”的笑料展现出来，简

单粗暴地让年轻人“破防”——虽然困难重重，但依然可

以笑对。

这个爆款综艺引发网友们探讨喜剧是应该单纯的逗

笑观众还是应该有个“悲剧的核”。而笔者认为若以“出

圈”的视角看待这个“出圈”的节目，是应该过得快乐还是

活得深刻何尝不是一个宏大的人生话题。

从这一点上，在没有负担的笑声中，我们已经开展了

一场“在欢笑中洞察生活真相”的对话。

被996搞到头秃、生活成本高、财越理越穷、越是社恐

越是不被放过……当节目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个个痛点变

成“梗”的时候，你在笑，你也在成长，看着台上人讲着台

下人真实得如偷窥的生活本真，不由得“阿 Q”一下——

“原来我不是最惨的那个啊”。笑出来了，就没啥不能面

对，没啥不敢面对的了，就像骑自行车，想要保持平衡，就

得一直往前走。

即便有了这个思想准备，这也不妨碍我们在之后

的路上还是会彷徨、还是口袋空空，明天依旧像开盲

盒。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走下去，在现实还没把我

们磨得圆滑的时候，至少可以丝滑地开解自己，永远保

有希望。

喜剧的力量来源于现实，年轻人用笑声投票给了正

向的情绪价值。快乐和深刻并不是鱼和熊掌，台上的小

品是这样，台下的人生也是这样。

当代年轻人的关键词并不是“丧”，而是骨子里蓬勃的

生命力、顽强的乐观主义精神，只是表达方式与以往不同。

更有趣的是，即使面对误解，他们并不辩解，而是照单

全收，然后大胆地“说出我的不开心，让你们开心开心”。

素描小品、脱口秀，还是乐队、街舞，甚至涂鸦、跑酷，

这些都是年轻人表达自己情绪的出口，他们在以自己的

方式与生活和解。

从“脚部”到“头部”从来没那么简单，但事实上，没

有脚，头也走不远，在奔向“头部”的过程中，我们走到

腿、走到腰，都要做好自己的角色，并且能找到自洽的

方式。

余华在小说《活着》中讲了一个道理，我们无法给生

命以时间，只能给时间以生命。通俗的说，生活嘛，快乐

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只要我们内心明白自己忠于

的是什么，便会向阳而生。谁让我们都是不能被打败的

“小强”呢？

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梗”。经过一万次于生

活的斗争之后，愿我们可以笑哈哈地与生活握手言和。

生 活 以 痛 吻 我
我却报之以“梗”
生 活 以 痛 吻 我
我却报之以“梗”

本报记者 邓崎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九间

楼乡，有一个农耕文化园，园中建有民俗馆，

馆里有 400 多件展品，“镇园之宝”是一张小

摇床。小摇床 59 岁了，上面刻划着 30 道刻

痕，一道刻痕代表着一个孩子，近 60年里，有

30个孩子用过这张摇床。

哈萨克族大叔木拉提是这张摇床最初

的“主人”。59 年前的夏天，他呱呱坠地。爸

爸托依别克精心准备了木质摇床，做工精细

色彩艳丽，带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纹饰，留有

方便孩子尿尿的孔洞，还配有吸引孩子注意

的小玩具。抱着孩子不便做家务，在当时，

摇床几乎成了每个新生孩子家庭的必需品。

摇床不是谁都会做，于是，谁家孩子需要

摇床了都会来托依别克家里借用，托依别克

总会慷慨借出。

就这样，你家用一年，我家用一年，这个

摇床陪伴了 30 个孩子的婴儿时代，汉族 15
人，哈萨克族 6 人，维吾尔族 4 人，回族 5 人。

在每个孩子用完摇床后，托依别克都会在摇

床上刻一个记号。

赵财富是托依别克的邻居。1980 年 7
月，赵财富的爱人张宜秀生下女儿赵瑛，摇床

是当时 8岁的木拉提送去的，40年过去了，木

拉提还记得张宜秀留他吃饭的情形，亲切地

把张宜秀称为“张妈妈”。

木拉提的弟弟海拉提和汉族双胞胎周海

洋、周海龙前后脚使用过这张摇床。1979 年

初，海拉提不到一岁时，詹家村村民王具珍的

双胞胎出生。

摇床被借到了王具珍家，成了她家的“宝

贝”，双胞胎有了摇床，让王具珍省了不少

事。海拉提与周海洋兄弟因为年龄相近，又

先后用过同一张摇床，慢慢地成了亲密无间

的小伙伴。

1989 年夏天，王具珍看到海拉提大热天

还穿着橡胶球鞋，鞋子不透气，脚一块块脱

皮，就从柜子里拿出一双新布鞋给他穿。海

拉提当即就认王具珍当干妈，此后每到冬闲，

王具珍都会多做两双布鞋给海拉提，10 年间

做了 20双。

孩子们渐渐长大，同睡过一张床的感情

也逐渐深厚，如同“兄弟姐妹”，亲如一家。谁

家打馕了，都会多打几个，送到曾经同睡一张

床的“兄弟姐妹”家里；谁家大人有事不能按

时回家，就会早早叮嘱孩子住在“兄弟姐妹”

家里。睡过一张床，也就成了一家人，一家人

有什么事自然要相互帮衬，不然会让外人看

笑话……

长大后的孩子们，走上了不同岗位，但

儿时各族孩子吃在一起、玩在一起、成长在

一起的记忆，刻在摇床上，也永远地刻在他

们的心里。

一张摇床，摇大30个“兄弟姐妹”

一起跨越“数字鸿沟”⑥一起跨越“数字鸿沟”⑥

走出冠军“光环”，她在大学校园舒展人生

本报讯（记者李丰）近日，贵州省贵阳经

开区“人才+项目+金融”路演活动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 10 个人才项目团队同台竞演，并

逐一与贵阳经开区签订框架协议。

此次活动是贵阳经开区深入贯彻落实贵

阳贵安关于重点产业人才和重大产业项目互

动招引“123”计划的创新举措，也是该区落实

“全区重大产业推进到哪里，人才工作就跟进

到哪里”的具体体现。

活动由贵阳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及贵

阳市委人才办主办，贵阳经开区组织和人力

资源部承办。

路演现场，各项目团队围绕项目优势、人

才团队、研发实力、发展前景等方面，全面介

绍了项目情况。为确保项目顺利落地，贵阳

经开区前期便对参加现场路演的项目展开需

求对接，并根据需求摸排情况，明确了每个项

目的跟踪服务单位，实现服务前置。

基于前期准备，路演当天，除了组织区内

人才、产业、投促、金融等部门，该区还邀请省

内知名风险投资、基金管理、银行等金融机构

来到现场，与项目面对面交流，为项目落地作

好充分准备。

“新型工业化是贵阳经开区首要任务，如

何吸引更多创新创业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

对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贵阳经

开区组织和人力资源部部长张艳说，此次积

极探索“人才+项目+金融”全链式服务模式，

就是要实现同步引才引项目。

贵阳经开区举行“人才+项目+金融”路演

10个人才项目团队同台竞演

河北玉田让办税缴费更贴心
本报讯 河北省玉田县以精准服务为突

破口，以改革机制为基础，以智能化为支撑，

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保姆式”服务，受到

广大纳税人、缴费人欢迎。

据悉，该县税务局为网上业务办理不熟

悉、开具电子专票业务困难的年龄大或者残

疾人员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服务，确实无

法办理的情况提供上门服务。该局还引进

了智能导税台和智能监控平台等设备，实现

了全方位智能导税引导，并实现对办税服务

窗口的即时掌控，让智慧税务建设更好服务

纳税人、缴费人。

(杨立宝）

山东聊城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本报讯“拖欠的工资总算解决了！”近

日，在山东聊城市莘县古云镇司法服务中

心，几十名农民工激动地向司法所工作人员

说。因某肥料公司经营不善，农民工被长期

拖欠工资，非常焦急，问题经过多方努力终

于得以圆满解决。

据悉，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聊城市要

求所辖 11个县市区依法保护贫困农民工、老

人、留守妇女儿童、脱贫户、残疾、五保等合

法权益不受侵犯，加大救助力度，从而为有

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提供司法保障。

(安珊)

她拿到了世界冠军，在 2011 年东京
世界体操锦标赛平衡木上“稳得就像扎在
上面”。

她没拿到自己最看重的那个冠军，
2012年伦敦奥运会同样项目上，她失之毫
厘，摘得银牌。

辉煌与黯然，收获和不得，眭禄在 17

年体操生涯里长久地体会。读书，退役，她
转身成为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教师。

“我连刷三个学期才抢到”“她光是站
在那都显现出专业水准”……学生们喜欢
眭禄的课，喜欢听她讲问鼎世界冠军背后
的坎坷与坚持，那些承受挫折、走出挫折的
思考和成长。

对眭禄来说，人生新路上的成就感，是
学生们一句“老师好”，是他们在自己的课
上有所收获，是他们面对挫折时多了一份
从容和坚持。

图为眭禄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室内上
“形体修塑”课。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日前，在邯黄铁路公司全程督导下，中铁十六局集团铁
运公司邯黄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项目部顺利完成邯黄铁路渤
海东站Ⅲ场道岔拨接，为渤海东站Ⅲ场开通使用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渤海东站Ⅲ场开通使用，将进一步满足黄骅港不断
增长的运输需求，提高综合运输效率。 刘雪松摄

一桶垃圾的发电之旅
图为近日拍摄的位于安徽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的一家环

保能源公司（无人机照片）。
一桶垃圾从居民小区到发电厂，要经过哪些环节才能变

成电能？一吨垃圾可以发多少度电？记者跟随垃圾转运车
来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的一家环保能源公
司。这是一家焚烧生活垃圾进行发电的企业，设计年处理生
活垃圾约73万吨，年上网发电量可达2.3亿度。垃圾发电既
解决了合肥市部分城区的垃圾处理问题，又能源源不断产生
电能，减轻部分供电企业煤炭保供压力，助力减碳工作，守护
碧水蓝天。 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