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日下午，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到南
湖公园游园赏景。大人们三五成群、席地而坐、
拉拉家常，孩子们追逐嬉戏，尽享冬日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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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发出“两节”期间安全生产提示函
近日，市总工会向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发出 2021 年元

旦、春节“两节”期间安全生产提示函。提示各级工会要督
促生产经营单位行政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职
责，做好节前安全生产检查，认真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积极
教育引导职工加强安全防控，广泛组织发动职工提高安全
意识，配合生产经营单位宣传安全生产注意事项等措施，保
障广大职工过一个安全、祥和的节日。 （邵爱霖）
东山前楼退休干部协会举办主题党日活动

1 月 1 日，东山县前楼镇退休干部协会党支部举行“庆
元旦、学五中、再奋进”主题党日活动，全体老党员认真学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紧密联系实际，总结 2020 年该
党支部荣获“全省首批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称号的工作
经验，提出“党建引领、谷公为镜、老有作为、余热生辉”的党
建工作八项目标任务。 （谢汉杰）
龙海首批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启用

近日，龙海市首批 3 个“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启
用。据了解，3 个服务站点依托环卫清洁站，配备桌椅、空
调、饮水机、小药箱等设施，能有效满足环卫工人、交警、快
递员、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渴了能喝水、热了能乘凉、
冷了能取暖、累了能休息”的需求，使更多的户外工作者体
会到工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享受劳动带来的职业荣誉
感。 （周志荣 蓝毅辉）
长泰枋洋中心小学开展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

日前，长泰县枋洋中心小学以“打造高效课堂促进专业
成长”为主题，开展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据了解，此次优
质课比赛的参赛选手均为 2017年以来入职的青年教师，比
赛分成语文组和数学组，主要以教师课堂常规、教学技能、
课堂驾驭能力、组织教学等作为评价标准。

(徐伟林 赵丽敏)
诏安红星开展移风易俗志愿宣传

近日，诏安县红星乡组织志愿者在全乡范围内开展移
风易俗宣传活动。据了解，本次宣传活动以“传习文明新
风、推进移风易俗”为主题，意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勤俭
节约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破旧立新、
婚事新办”“摒弃陋习、丧事简办”“崇尚节俭、喜事廉办”“争
当表率，倡树新风”等社会新风尚。 （侯宁 吴紫瑶）
漳浦剪纸艺人走进大学开展剪纸教学讲座

近日，漳浦县剪纸协会会长高少萍、副会长陈燕榕一
行 7 人，走进漳州科技学院，为师生们开展了一堂别开生
面的剪纸艺术教学讲座。此次“非遗”剪纸教学讲座，不
仅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也让学生们感受到“非遗”剪纸
艺术的独特魅力，以近距离的互动实践方式，陶冶师生情
操，培育工匠精神，激励和引导广大师生学习、弘扬与传
承漳浦剪纸艺术。 （陈秀莹）

本报讯（记者 杨瑞 文 李林 图）1 月 1 日至 2 日，福建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暨 2021 年首届“元旦杯”漳州市排球联
赛在漳州女排腾飞馆举行。比赛采用单循环积分赛制，并
以积分排名决定比赛名次，吸引了来自市直、县区、院校等
代表队参加比赛。

比赛现场，队员们配合默契，精彩的大力跳发、鱼跃救
球、精准扣杀频频出现，现场观众的掌声、加油声响彻整个
排球馆。

据悉，本次活动由漳州市排球协会主办，充分发挥漳州
市作为女排娘家的优势，展示漳州市排球协会成立两年来
的发展成果，增进协会内各支球队的团结和友谊，推动漳州
业余排球运动普及与发展。

题图题图：：运动员在比赛中扣球运动员在比赛中扣球

好手云集好手云集 球场过招球场过招
首届元旦杯漳州市排球联赛举行首届元旦杯漳州市排球联赛举行

1 月 1 日晚，在云霄县城关的一处街角，一场有趣的灯
谜晚会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围观，争先竞猜。这场名为“美
好人生，民法典与你同行”的大型专题灯谜晚会，以寓法于
谜、寓教于乐的方式，既丰富拓宽了《民法典》宣传渠道，提
升了普法宣传效果，又让群众在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
猜谜活动中，增加对《民法典》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感受到法
治文化的内涵，提高了群众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和参与法
治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朱乔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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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林，你新网购的靴子好漂亮，快
把链接分享给我，我也要买。”“听孩子
说最近正流行一个视频软件，里面有好
多经典电视剧可以免费看，你们知道是
什么吗？”“我刚剪辑完的抖音短视频发
布了，兄弟姐妹们快来帮我捧个场。”在
金瑞社区的老年人活动室里，记者见到
了一群“时髦”的老年人围坐在一起，今
年 61岁的林丽羡就是其中一员。

谈起智能生活，林丽羡十分自信。
“手机里的各类软件没有我用不来的，

就算有，我多学多练两天也能用得很
溜。”林丽羡说，智能手机在生活中起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过去对于这些
高科技产品接触不多，但我并不会排
斥，很愿意去了解去学习。我们老年人
也可以紧跟时代。

智能手机大大丰富了林丽羡的退
休生活。据林丽羡介绍，早晨她会一边
在手机上听书，一边做早饭。吃过早饭
出门买菜时，林丽羡就揣着一部手机，
二维码轻轻一扫便能付款，十分方便。

中午做饭前，林丽羡会先在美食软件
上看教程，时不时研究出几道新菜，一
家人吃得更开心了。下午闲来无事林
丽羡便会刷一些视频，看看电视剧，或
者逛淘宝购物。晚上，林丽羡微信里的
广场舞群、太极拳群、腰鼓群等活动群
便会热闹起来，各处的活动都很精彩。
周末，林丽羡会和姐妹们相约到周边城
市旅游，在网上预定好车票、酒店，林丽
羡觉得到哪儿都没有阻碍。

“最近我在学视频剪辑，现在条件
这么好，我想更好地记录生活。”林丽羡
告诉记者，我们社区里有不少七八十岁
的老人也喜欢玩手机，等学会后我还要
教他们做视频呢！

拥抱智能时代 乐享退休生活

智能生活 请别落下老年人
⊙本报记者 俞映云 文/图

核 心 提 示
随着线上智能化场景越来越多，

部分老年人面对线上缴纳医保、火车
购票订座、餐厅扫码点餐、景点线上
预约等都显得束手无策。今年以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入商场、银
行、医院等都需要利用智能手机出示
绿色健康安全码，这一看似简单的

“扫码”行为，却绊住了一些老年人出
门的脚步。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
难的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日常生
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
事等 7 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提出
了 20条具体举措要求，要求坚持传统
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切
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
遇到的突出困难，帮助老年人更好地
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近日，记者走
进多个社区，与老人们面对面交流，
聆听他们的“触网”故事。

“小许呀 ，我加你微信吧 ，这样有事
找你我拨个语音电话就成，不用电话费
啦 ！”在 巷 口 街 道 浦 头 社 区 居 民 活 动 室
里，当助老员许锦华教会郑喜娥老人拨
打微信语音电话后，老人便想到要加许
锦华的微信。

郑喜娥老人今年 82 岁了，老伴马谊芝
91 岁，两位老人共用一部儿子买的智能手
机。“我喜欢在抖音上看一些搞笑、热闹的
视频。我老伴喜欢用手机看时政新闻和好

文章，看到一些好词好句就会摘抄到笔记
本上，现在已经抄了好几本啦。”郑喜娥告
诉记者。

许锦华是社区老人们的好帮手，教老
人用智能手机的任务自然也落在她身上。

“小许呀，你再来帮我注册个健康码吧，没

有健康码实在不方便。”郑喜娥拉着许锦华
的手说道。原来，前阵子郑喜娥的儿子住
院了，当郑喜娥到医院看望儿子时，却被保
安拦了下来要求出示健康码，这可把她难
住了。虽然最后保安理解老人不会用，让
她进了大楼，但老人心里始终过意不去。

“我总不能破坏规章制度嘛！”郑喜娥说道，
许锦华听闻后赶紧帮老人注册了健康码，
并仔仔细细地教老人使用。

“一成 不 变 走 老 路 子 可 不 行 。 时 代
在进步，我虽然老了，也要努力适应，不
掉队。”郑喜娥说。而对于网上支付、网
上购物这些比较复杂的功能，郑喜娥表
示，虽然这些功能很便捷，但怕自己操作
出错，也害怕遇上网络诈骗，所以暂时不
学习。

学会智能技术 融入智慧社会

“护士小妹你好，请问你们这里的
wifi密码是多少呀？”2020年 12月初，黄
惠群住进正兴养护院，安顿妥当后，连
接 wifi是黄惠群最关心的事情。

黄惠群今年已经 87 岁高龄了，由
于平时注重身体健康，身子骨还算硬
朗，心态也十分乐观，在手机里看到搞
笑的段子，便会哈哈大笑起来，样子十

分可爱。
“我就是老顽童，对手机、电脑这些

智能设备都充满了好奇，聊聊天、看视
频、听广播、看新闻……现在科技发达
了，生活也丰富了。手机我总是玩不
够。”黄惠群告诉记者。

但住进正兴养护院，玩手机可没那
么自在了。原来，黄惠群住的房间离楼

层里的路由器比较远，只能收到微弱的
信号，手机用起来网速很慢。老爷子想
了个办法，想玩手机时，便搬把椅子到放
路由器的护士站坐着，“在护士站里我才
可以‘网上冲浪’，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
找护士帮忙，这些小姑娘都很热心的。”老
爷子说道。“我觉得自己掌握的智能技能
还十分有限，我想学会更多，比如拍照、网
购。”黄惠群说，老年人学习智能技能确实
不如年轻人得心应手，如果年轻人愿意
多花些时间教老年人，老年人能更多地
享受到智能时代的便利与乐趣。

老年人“触个网”年轻人搭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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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头社区助老员许锦华细心地教授郑喜娥夫妇使用智能手机

南湖生态公园南湖生态公园

谈及智能设备，今年 83 岁的陈红老人，最大
的感触是不会用、学不来。“年龄大了，记忆力不
好，儿子女儿都教过我几次，但前面学后面就忘
了。”老人说道。

老人拥有大学学历，从事教育工作长达 40
年，面对智能时代，时常感觉自己像个“文盲”。不
会网上挂号，看病时会遭遇麻烦；不会申请健康
码，出趟家门都感觉不方便；不会使用微信支付，
只能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慢慢数齐，偶尔还要
承受商家和后面排队顾客不耐烦的催促；不会线
上缴费，就要跑到柜台排队等候……

上个月陈红打算乘动车去厦门找儿子，儿子
帮老人买好了动车票，可面对自助取票机时老人
束手无策，最后只好在人工柜台排队等待。“虽然
有时能让儿子女儿帮忙代办，但他们毕竟不会时
刻陪在我身边。智能时代，我不仅没有享受到便
利，还时常感觉艰难。”老人无奈地说，“一切在年
轻人眼里再方便不过的手续，对我而言仿佛一座
迈不过的高山。现在岁数大的人一个人出门，根
本办不了事啊！”

“我希望社会多等等我们老年人，在车站、商场、
医院等公共场所，不要用智能代替所有人工服务；在
大力发展智能科技的同时，多保留些辅助手段照应
特殊群体，现代社会才会更有温度。”陈红说。

保留人工辅助
社会更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