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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迷上短视频，如何不迷失在其中
志愿者：老年人情感需求易被“收割”，需各方努力帮他们健康使用网络

胡玲玲 路董萌 济南报道

这届老年人
玩短视频不输年轻人

10月9日，济南泉城广场上，
年近70岁的徐女士正在小心翼翼
地摆弄她从直播间买来的手机支
架，确保手机能够捕捉到最佳角
度，完成一次和“泉标”的合影。

她把玩着手机，笑得灿烂：
“我现在的爱好就是拍自己，不光
是身边人给我点赞，全国各地的
人都给我点赞，他们说老太太真
棒！”

与徐女士相似，许多老年人
也希望通过短视频获得关注和认
可。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老年人
情感关怀与短视频使用价值研究
报告》显示，大多数老年人在短视
频平台上的表现令人惊喜。他们
不仅观看多种类型的内容，同时
也积极参与创作，与更多人分享
自己的生活。

受访老年人观看的内容种类
丰富，尤其观看轻松搞笑、美食旅
游、农事劳作等内容的老年人比
例较高，均超过50%。经常观看直
播的老年人比例接近6 5%，超
75%的老年人有过短视频创作经
历。

“很多老人和我们说，基础的
用法都已经学会了，想了解怎么
能把视频剪辑得更好之类的进阶
知识，一些老人的账号粉丝已经

上万，反过来讲，我们也能从老人
身上学到很多。”烟台“00后”志愿
者郭嘉程向记者表示，相当多老
年人已经踏入数字生活，对于他
们来说，想要学习的是怎么玩好
手中这块屏。

伴着一曲广场舞配乐，不停
旋转的绚丽红花、高饱和度色的
华丽城堡背景，70后博主“五妹”
跳完第一个舞步后，以她为中心，
出现了4个衣服颜色略有不同的

“分身”。在多重影分身特效投稿
页面，一些中老年人拍摄的“列
队”和“尬舞”视频颇具创意，各种
脑洞大开的玩法大有超越年轻人
的势头。

年老并不意味着静态的生
活，老年人通过短视频上的自我
呈现，发掘自身潜能，做起了生活
的“导演”，他们不吝啬赞美，喜欢

用点赞与比心的表情和他人交
流。泉城广场上的老年舞团团长
三友告诉记者，有安徽网友看到
短视频后，到济南旅游时，特地找
舞团切磋技艺。

不能仅教老人熟练上网
而忽视健康使用网络

郭嘉程的团队接触过6万人
次的老年人，据他观察，老年人的
情感需求被“收割”的现象也很严
重：有老人在社交平台上结识“朋
友”后，被他们的“擦边话术”搞得
心猿意马，造成财产损失；宣扬

“老年剪辑课、无门槛、0元学”的
短视频剪辑骗局专门瞄准老年
人；苦情戏的直播“局中局”里，直
播间里的“儿子们”专门骗老人买

“神药”……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周裕琼教
授长期关注老龄化问题，她在出
版的《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老年
数字融入的中国路径》一书中写
道，无论是作为独立个体、作为家
庭成员，还是作为社会公民，我们
只有“置身事内”，才能找到解决
问题的最优路径。

郭嘉程去年从烟台大学毕业
后，本可以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他选择继续学生时期的志愿活
动，将开展了多年的“数字反哺”
项目进行下去。“我担心的是，一
直在做的事情没法持续，那时再
找替补就很困难了。”

“数字反哺”是通过志愿者的
行动帮助中老年群体更快地融入
信息化社会。四年来，项目累计在
山东省内外20余个城市举办了
600多场志愿活动，已有22所大学

的数千名学生参与其中。“我们举
办活动，一对一、一对多来帮助老
人，但却是怎么也帮不完的。”郭
嘉程希望扩大团队在年轻人中的
影响力，带动更多人认同“在外互
助父母条约”等想法，借此辐射到
更多老年人的媒介使用中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
杰华在研究中指出，人口结构越
来越“老”，数字技术却越来越

“新”。在此背景下，一个广泛的
社会共识是，我们不能仅仅满足
于教会老年人熟练上网，而忽视
健康使用网络的问题；亦不能因
噎废食，因部分人出现的网络沉
迷而盲目干预甚至阻止老年人
融入数字社会。

“中老年群体触网时间较短，
网络技术更新换代又快，老年人
在网络世界的‘社会化’是一个需
要多方共同努力的过程。”山东大
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数字
鸿沟指的不光是有没有智能设
备、能不能上网，更是老年人能否
真正成为网络中的一员，进行参
与和表达。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
最紧密的支持是由“附近的人”织
就的，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至关重
要。另一方面，技术更新迭代的同
时别让老年人“掉队”，政府应为
他们打造安全的防护网，许多以
前的老骗局“旧瓶装新酒”，转移
到互联网上，公安机关可以通过
侦查手段提醒老人及其子女，相
关软件也要进行“适老化”改造，
解决“不会用”“不敢用”的问题。

文/片 国晓宁 李怀磊
聊城报道

用真心去换真心
让老人过得更幸福

郑芳馨是聊城冠县冠州中
心敬老院的院长。她所在的这家
敬老院占地面积75亩，涵盖冠县
清泉办事处、崇文办事处、斜店
乡、梁堂镇四个乡镇办事处的五
保集中供养对象，现有老人56人。

2023年5月，郑芳馨来到这
里工作。当看到老人们时，她心
里暗暗地想，一定要让这些老
人生活得更幸福。她深知为此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敬老院
的第一天，她就在笔记本上写
下了这样一句话“从今天开始，
冠州中心敬老院里多了一个
我，而我又多了几十个家人”。

在刚来敬老院的第一个
月，郑芳馨几乎没有进过办公
室，她不是在老人房间交谈，就
是在去老人房间的路上。她的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一

位老人的生活习惯和个人喜
好，除此之外，还记着每一位老
人的身体状况，这样她就能根
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从饮食
上或者从生活上给老人进行不

同的方案。
“只有把他们当成家人来对

待，用真心才能换真心，才能把温
暖和爱传递给他们，这是我的初
衷。”郑芳馨说。

吃得好玩得高兴
这里就是温暖的家

在冠州中心敬老院的院子
里，今年81岁的苏景为正在院子
里散步，他在敬老院里已经度过
了13个年头，可以算是敬老院里
的“老人”。

苏景为谈起郑芳馨显得非常
激动，他告诉记者，郑院长是他碰
到的最好的院长。从郑院长来了
以后，饭食一个星期都不重样。

“从院长来了之后，我们出去活动
了好几次，每次都是大车拉着我
们去红色旅游景点游玩，去饭店
吃饭，还拍了全家福，玩得很高
兴。”苏景为说，街坊来看他的时
候，问他回去不，他对街坊说，不
回去，这里就是家。

今年92岁的张秀英对郑芳馨
更是赞不绝口，她告诉记者，郑芳
馨就像亲闺女一样对待她，感觉
自己就是郑芳馨家里的老人一
样。

“今年中秋节，我没有回家过
节，而是选择留在敬老院里陪着
老人们。不仅是中秋节，其他节
日，我也在敬老院陪老人。过节的
时候，这里的老人们也更需要
我。”郑芳馨说，如果她不在的话，
老人们会有一些失落，虽然这样
做会对自己家庭有些亏欠。

让老人们开心
自己心里会很踏实

郑芳馨告诉记者，有段时间，
为了能够更加了解老人们的身体
状况，她见到老人就会问大便是
什么形状和什么颜色，刚开始的
时候，老人都不好意思。但是郑芳
馨和他们解释说，“只有知道你们
大便是什么形状和颜色，才能知
道你们吃的饭是否合胃口，身体
是不是健康。”

跟随郑芳馨的脚步，来到敬
老院的三楼，曾经当过几年民办
教师的黄玉文正在苦思冥想，她
准备给郑芳馨写一首诗。她告诉
记者，她把郑芳馨当作家人来对
待，郑芳馨也把她和其他老人当
作自家人来对待，这让大家感到
特别温暖。

“现在我们和老人之间的关
系就是孩子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有的时候我家里有什么好吃的，
我就会带来给老人们吃，老人有
什么零食也会分享给我，老人们
看到我吃得很开心，他们就会非
常高兴。”郑芳馨说，别人都说这
些老人就是老小孩，她和敬老院
的工作人员就是把老人们当作小
孩来对待，每天把老人们哄得开
开心心的，这样他们心里也会很
踏实。

去年，博主“秀才”和“一笑
倾城”走红，今年，《闪婚老伴是
豪门》等短剧在平台爆火，老年
人渴望在短视频平台被“看见”
的同时，针对他们情感困境滋
生出一系列“网络黑产”也成为
凸显的社会议题。烟台“数字反
哺”志愿者郭嘉程表示，相当多
老年人已经步入数字生活，对
于他们来说，想要学习的是怎
么玩好手中这块屏，以及不“迷
失”在智能时代。

“这里就是家”，敬老院里也有“亲人”
这位院长每个节日都陪老人们一起过，用真情温暖每一位“老小孩”

尊老 敬老 孝老 助老

志愿者在教老年人使用手机。

受访者供图

郑芳馨在为敬老院的老人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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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上午，聊城市冠县
冠州中心敬老院，刚结束晨
练的老人们正在敬老院的
院子里散步、交谈，一幅幸
福温馨的场景映入眼帘。此
时，冠州中心敬老院院长郑
芳馨正在紧张忙碌筹备今
年重阳节活动，她要和老人
们一起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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