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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劝我们少玩手机的父母，如今活成了
我们过去的样子。”家住天津滨海新区茶淀街的王
先生说，他前不久去看望父母，刚一进屋，父亲就
说手机太卡了，让他给“拾掇拾掇”。王先生打开
父亲的手机一看，竟有多达 46个 APP软件。在
清理完内存后，王先生建议父亲卸载一些软件，
但父亲以“每天都必看为由”拒绝。“一个 72岁的
老人，每天要看 46 个 APP，这得需要多少时间
啊！”王先生说。

与王先生一样，刘女士发现母亲也有“网
瘾”。“不瞒你说，有段时间我妈几乎没出过门，没
日没夜地看手机。有时凌晨 2点多了，她还在刷
手机。”刘女士说，自从母亲迷上玩手机，曾经热衷
的广场舞、健身操全部抛到一边。在她眼里，母亲
是手机达人，手机P图、短视频剪辑、购物，样样不
在话下。相关的软件十几个，看完这个看那个。

那么，老年人的手机里究竟安装了哪些软件、
都喜欢浏览什么内容呢？在一项调查中显示，微
信、今日头条、抖音、支付宝、拼多多、淘宝、地图、滴
滴、快手、小红书等是老人们日常高频使用的APP。

记者随机对 67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调查
后发现，社交工具类软件最受欢迎。其中，100%
的老人要使用微信。“孩子在外地工作，用微信视
频跟他聊天，再远的距离也不怕。”64岁的吴女士
说，她还学会了手机缴水电燃气费、发表情包、发
红包、发定位等。另一位老人说，他在网上通过各
类小视频学会了收纳、修理、种花等，生活得到了
充实。

记者调查中还发现，超过95%的老人刷抖音看
短视频，还有 60%的人安装了地图导航、天气、购
物、听歌、看剧、打车、游戏等工具类实用软件。此
外，还有部分老人安装了新闻类APP。“退休了，生

活圈子变窄了，看权威新闻开眼界，跟别人聊天也
有了谈资。”62岁的朱先生说。

虽然智能手机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方便和
丰富的精神内容，但一旦沉溺其中，很容易产生心
理问题甚至生理问题。

“从心理角度来看，‘银发族网瘾’背后，其实
折射出更多的是无助和孤独。父母玩的不是手
机，而是寂寞。”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孙
中艮认为，有些老人知晓儿孙工作、学习辛苦，尽
可能地少打扰他们，只能通过玩手机这种方式参
与孩子们的生活。“空巢老人”日益增多，与子女缺
乏交流，对飞快变化的外部世界不适应，往往让老
年人有着更加强烈的、不被需要的孤独感。人在
网络，其实是在对抗孤独。

也有专家认为，对于“网瘾银发族”问题，也需
一分为二来看。因为一些老年人对新兴事物的好
奇和探索，通过手机网络，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体验。所以，老年人面临的“网瘾困局”，成功解决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发出担忧加以制止，而在于深
入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并加以满足。

“子女的关爱和陪伴是打破老年人沉迷网络
的‘解药’。”天津市滨海新区惠家社区发展服务中
心党支部书记赵恩敏表示，子女既要尊重父母在
网络世界中探索的好奇心和热情，又要积极倾听
他们的内心需求，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与陪伴。
这样，才能帮助老人既不被互联网快车甩下，又不
至于过度沉迷虚拟世界，做到进退自如。

（据《中老年时报》刘长海）

最近，直播间剧本“杀”向老年人的现象又有
抬头的趋势。在社交媒体上，接连有网友发文称
家里老人已“中招”。向平台反映时，收到的回复
是：“老年人自己下单买的，产品无质量问题，不退
货。”生活中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认栽吗？

近年来，“直播带货”的模式发展迅猛。随着
中老年网络用户群体的增加，观看网络直播已不
再是年轻人的专属，平台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符
合中老年用户兴趣的直播内容。然而，一些商家
为了吸引老年人的关注，不惜编造剧本，上演“苦
情大戏”。今年 3·15晚会，央视曾曝光部分主播
在直播间打着帮人解决纠纷、调解家庭矛盾的旗

号，实则利用老年人的同情心兜售产品。如今，该
恶劣行径再兴风浪，不仅滥用了老年人的信任，更
扰乱了网络商业环境。

更令人愤怒的是，当老年人向平台投诉问题
时，对方迅速变换嘴脸，直接无视他们的诉求。我
们不能因为老年人自己下单购买，就任由这种欺
诈行为肆虐，更不能轻易认栽。

直播间不是法外之地，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
条规定，受欺诈方有权要求撤销交易。按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网络主播售假行
为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除退货外，还应当按照
价款的 3倍赔偿消费者。倘若主播销售金额高、
受害者众多，还可能涉嫌诈骗罪。这也提醒消费
者遇此类事件时，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针对“剧本杀”乱象，不能依赖老年群体自我
觉察，亟待监管部门的持续整治，一方面加强对直
播平台和商家的监管力度，严格审核产品信息和

宣传内容，杜绝虚假宣传和编造剧本的行为；另一
方面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机制，让问题得以畅通反
馈、及时解决。

类似利用老年人心理的骗术屡见不鲜，近年
来频遭“打假”，但从线下搬至线上，稍加改头换面
就可能“重焕新生”。当务之急是通过开展相关教
育活动，提高老年人的媒体素养和风险意识，让他
们具备识别和应对欺诈行为的能力，不要被直播
间里的虚假剧情诱骗上当。值得注意的是，家庭
和社会应该加强对老年人的关爱和陪伴，提醒他
们在上网时擦亮眼睛，警惕各类欺诈行为，避免受
到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从根本上说，治理“剧本
杀”，避免老年人利益蒙损，还需净化网络舆论生
态，编制更加明确的传播规则，做好内容的把关审
核，让故意虚假营销的人无所遁形。

假的真不了，直播带货不能靠欺诈。对主播
来说，作为连接消费者和品牌的重要一环，理应对
产品质量和消费体验负起责任。也需时刻牢记，
诚信是商业立身之本，宣传套路无论玩得多花哨，
也不能打破这一原则。

（据《中国妇女报》孔德淇）

72岁老人每日看46个APP震惊子女

“网瘾银发族”究竟在看啥
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显示，截
至2022年12月，全国老年网民规

模达1.53亿。不少老年人日均上网
时长超过4小时乃至6小时，有的甚至
在线超10小时。他们沉浸在各大手

机应用程序（APP）里，成为名副
其实的“网瘾银发族”。

直播间剧本“杀”向老年人，不能认栽

“网瘾”是对抗孤独的方式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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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个APP一个都不能删 社交工具类软件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