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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义乌市

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0579-85271575，联系地
址：义乌市江东中路2号501室。即日起60日内
无人认领，孩子将依法安置。 义乌市民政局

2020年10月21日

某女孩，2020 年 4 月 18 日凌晨 3
时，在义乌市北苑街道稠山一区85幢3
单元与83幢之间一辆银灰色货车上发
现女性弃婴一名。身体健康，下巴上有
一颗很小的黑痣，用一块花布包裹。

“遗忘的角落”

如今，对于许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来说，去

医院挂号、缴费、看病、检查就像在走迷宫。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宣武医院，在门诊

楼一楼大厅，81岁的陈老太太告诉记者，每次看病前都需

要儿子先在网上预约，再由儿子陪同就医，她如果只身前

往恐怕连取号都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能够进行移动支付的老人中，

有的靠自己学习摸索，也有的在子女指导下完成操作。据

不完全统计，在60-70岁的老年人群体中，不少人可以完

成手机预约挂号、移动支付等操作，但在70-80岁的老年

人当中，现金支付仍然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老年人对现金

支付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和很高的信任度，对移动支付则知

之甚少。

日前，中国社科院国情调查与大数据研究中心、腾讯

社会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

报告》显示，46.3%的中老年人从未用过手机支付，36.4%

的中老年人偶尔用，只有17.4%的中老年人经常用。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温信祥日前在第九届

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也表示，“今年年初，我们在七个省份

开展了支付领域数字鸿沟问题抽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两

万余份，其中未使用电子支付工具的受访者比例为

17.6%，其人物画像的特点为：老年人、低学历、低收入、退

休人员、农村地区。”

“恐惧心理”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适老化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李佳表示，部分老年人不能接受移动支付、甚至

抵触数字化金融工具的现象并非今天才出现。“从开始使

用银行卡的时候，有些老人就遭遇了银行卡诈骗，进入数

字支付时代，老人更会对新事物产生排斥和恐惧心理。”

“我们老年人不愿使用手机支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恐惧。”在北京一家老字号餐厅里，75岁的吴大爷告诉记

者，安全仍是多数老年人是否使用手机支付考虑的首要问

题。“而且，身边很多老年朋友并不会真正感受到便捷，甚

至很多老年人觉得自己学不会新事物。”

记者在北京崇文门新世界商圈也随机采访了多位年

轻人，大多数人表示父母们主动学习意愿并不强，但会帮

助父母更好地使用智能手机。

多个相关机构调研结果也显示，手机银行和支付APP

界面复杂、字小看不清、表述看不懂、绑卡和密码验证流程

太复杂，也是导致老年人对数字金融工具“敬而远之”的重

要原因。

近日，宁波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等机构完成了一份

题为《宁波老年人数字化金融工具使用情况研究》的调研

报告，总结了一些老年人在使用数字化金融工具时实际存

在的问题：66.7%的老年人反映，手机银行页面上展示的

功能过多，部分功能查找比较麻烦；93%的体验用户反馈，

手机银行页面的字体过小，老年人常用的功能没有清晰展

示出来。所有体验用户都反映，部分提示性问题难以理

解，特别是关于免责方面的条款，表达过于法条化，晦涩

难懂。

“为打消老年人的疑虑和担心，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

业应该采取积极举措。”李佳表示。

记者了解到，一些银行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已经行动

起来。如中国银行在手机银行平台正式上线银发专区，在

满足老年人金融需求的同时，提供在线问诊、线上采购、学

习等非金融服务。

微信支付相关负责人表示，微信支付在尝试以低门槛

的创新数字化向中老年用户提供各种数字支付服务。亲

属卡功能让子女在微信上为老人消费代付。另外，一键绑

定功能使老年人在银行卡线下开户时，可一键绑定微信

支付。

多渠道助力

专家建议，全社会各方要从三个方面形成合力，帮助

老年人跨过“数字鸿沟”，跟上“数字化时代”节奏。

业内人士建议，老年人“数字扫盲”应成为社会课题，

政府应作出制度性安排，出台相应专项政策。政府在信息

化和数字政务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老年人需求，设置

过渡期和特殊人群服务通道。李佳强调，要确定规则，帮

助老年人在使用数字金融工具过程中避免受骗、保证资金

安全。

在社区层面，《宁波市老年人数字化金融工具使用情

况研究》建议，要充分利用社区等基层宣传渠道和资源，如

老年人志愿者队伍，使用适合老年人的话术，开展金融知

识宣传。温信祥也强调，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使

用知识、加强风险提示；采取“社区志愿者”“公益数字大

使”等方式，针对弱势群体需求开展数字技能培训。

在家庭层面，李佳表示，家庭成员需要有更多的耐心

来鼓励和引导老年人。“家庭可以开设专门的卡号、转小额

的钱，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帮助老人接受这项新事物，一

旦发生问题也不要去指责老年人。”

假短视频号层出不穷

前不久，“假靳东”一词登上微博热搜。有媒体报

道，61岁的黄女士刷短视频时，疯狂迷恋上了演员靳

东，并声称两人已互表心意，对方还承诺会给她买房。

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后，靳东工作室辟谣称，靳东

从未在任何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近日，记者在短视

频平台搜索“靳东”，已无法搜索到相关内容。而以“东

哥”“东弟”等关键词搜索时，仍能搜到一些账号，有的

头像就是靳东本人的照片。不过，这部分账号下的视

频内容，大多已变成私密状态。

尽管如此，在这些“假靳东”账号下，剩下为数不多

的视频留言中，仍有人问“弟弟怎么不回复姐姐了？”

除了靳东，记者此前还在多家短视频平台上，发现

了冒充其他知名人物的账号。

背后暗藏卖号产业链

近日，记者以“××卖号”“××养号”等作为关键

词搜索，发现不少相关QQ群。

记者添加了其中一个定位为武汉的群。管理员

称，如果要学习高仿短视频账号的养号技术，可以先购

买价格较低的母婴号练手，粉丝一般在1万左右，收费

500元起步。

买号的多是什么人呢？该管理员介绍，微商和小

“网红”买得较多。

不仅是个人卖家，在电商平台，还有专门围绕明星

高仿短视频账号做生意的相关机构。

记者日前在某电商平台与相关机构客服交流后，

对方很快打来语音电话。

客服介绍，出售的短视频账号，真实粉丝3万人起

步，售价1500元。除了可以选择账号类目、粉丝数量、

粉丝年龄层等细节，还能根据客户需要筛选是否开通直

播、是否开通橱窗等直播带货定制化需求。“我们只是中

介机构，号都是别人真实运营的，我们就赚个手续费。”

律师称或涉嫌违法

湖北好律律师事务所陈亮律师表示，目前法律没

有明确规定短视频账号的买卖属于违法行为，但违反

了短视频平台的用户协议。“如果买卖的双方系产业化

团队，由专业的‘养号团队’培养一批具有一定粉丝数

的账号，再将账号出售给下游黑产，通过盗刷流量、引

流变现等方式攫取不法利益，则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记者了解到，目前网络平台上痴迷假短视频账号，

甚至上当受骗的，大多为乡镇中的老年群体。

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

重生分析，缺乏网络素养和信息辨识能力的老年群体，

将注意力完全转移到网络上来寻求慰藉，就很容易成

为网络骗术的目标。“建议家人多给予老年人一些关

爱，地方政府也可以适当开展一些媒介培训，帮助老年

人学会辨识网络信息和利用网络资源，寻求其它更丰

富、更有价值的休闲娱乐方式。”

“假靳东”背后暗藏养号卖号生意
《楚天都市报》

近日，江西61岁的黄女士因在短视频平台迷恋上“演员靳东”，引发网友热议。记者搜索发现，

“假靳东”背后，暗藏着通过冒用名人形象在短视频平台养号、买卖账号的生意。

除了众多从事短视频买卖的个人和小团队，更有多家从事短视频账号线上交易的中介平台，对

接上游的号主，沟通下游的买家，从中牟利。

2亿“银发族”如何跨越“数字时代”鸿沟
新华社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普遍享受着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不过，值

得注意的是，我国2亿多老人中，相当一部分正饱受“数字鸿沟”困扰，支

付、看病、出行面临诸多困难。有调研显示，60岁以上人群

中使用电子支付的比例仅为50%左右，尤其是在数字化程

度较高的城市中，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更加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