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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区人口平均寿

命预期大幅度提高，人口平均寿命延

长，老年人口显著增加。为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持续推动

充分兼顾老年人需要的智慧社会建设，

做实做细老龄工作，聚焦老年人日常生

活涉及的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自治区

党委、政府相继出台了相应保障方案和

实施方案，有效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

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让广大老年人在

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做好日常服务

——完善健康码管理。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全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区党委的决

策部署。在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

除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和出入境

口岸等特殊场所外，老年人出行一般不

用查验健康码，在各级医疗机构入口处

由工作人员测量体温后，老年人即可顺

利通过。此外，对老年人群体可凭有效

身份证件通行。

——建立老年人关爱机制。为保

障老年人基本服务需要，对居家老年

人，尤其是高龄、空巢、失能等特殊群

体，组织各类社会力量进社区、进家庭，

为其提供生活用品代购、代收代缴、上

门巡诊以及精神慰藉等日常服务。

——做好老年人日常管理服务。开

展老年人健康服务管理，为其提供健康

指导、关怀慰问等服务。在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等突发事件中提供应急救援服

务，切实提升老年人日常保障服务。

提供生活便利

——做好日常出行服务。对公路、

铁路、民航客运等站点，在推广网上打

车、买票、扫码乘车服务的同时，保留人

工售票窗口，凭借纸质票据、有效凭证、

证件等乘车，并设立老年人咨询服务

处，引导老年人购票、退票、进站乘车等

事宜，优化老年人打车出行、乘坐公共

交通流程，提升老年旅客服务水平。

——做好日常就医服务。各级医

疗机构结合老年人就医实际，提供多渠

道挂号、预约服务等，简化网上办理就

医服务流程，设置挂号、缴费、检验报告

打印等人工服务窗口，配备导医、志愿

者等为老年人提供就医指导服务。同

时，为满足居家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

组织搭建社区、家庭健康服务平台，推

进“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提供老年

人日常健康管理服务。

——做好日常消费服务。保留人

工服务柜台，丰富服务内容，优化服务

流程，打造大字版、语音版、藏语版、简

洁版等适老手机银行 APP，便利老年人

进行网上购物、订餐、家政、生活缴费等

日常消费。

——做好文娱活动服务。在公园、

体育健身场馆、旅游景区、博物馆等文

体场所保留一定数量的线下服务，提

供适老智能产品和服务，丰富老年人

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开展丰富的

传统文体活动，为老年人社交娱乐提

供便利。

——做好便利办事服务。依托自

治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进政务数

据共享，优化拓展“互联网+政务服务”

应用，推广“一站式”服务，进一步改善

老年人办事体验。

保障基本需求

——推广适老智能化应用。加强

偏远地区养老服务机构、老年人活动

场所等宽带网络覆盖，推广符合老年

人使用特点的智能手机、智能辅具、智

能家居等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应用，

组织实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

改造专项行动，便于老年人获取信息

和服务。

——加强老年人智能技术运用培

训。通过老年大学（学校）、养老服务机

构、社区老年学习点等，组织老年人体

验学习、经验交流、互相帮扶，加强老年

人运用智能技术教育培训，引导老年人

了解新事物、体验新科技，积极融入智

慧社会。

“我虽然人老了，但是心不老。”57

岁的仁青罗布刚从公园散步回来，笑

着对记者说。

今年是仁青罗布退休的第 7 年，退

休后，他并没有放松，依然通过学习不

断充实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就是仁

青罗布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

人生最美不过夕阳红，活得精彩

永远不受年龄的限制。在仁青罗布的

书房里，关于进藏英雄事迹、百万农奴

的悲惨生活、新西藏取得的成就、健康

知识、智能化产品应用等各种内容的

书籍整齐地摆在书架上，这些书籍让

他的退休生活更充足。“我小时候家里

条件不好，没有这么多的书和时间让

我们学习。在党的好政策下，我们的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现在我想利用退

休时间好好学习。”仁青罗布说。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社 会 的 进 步 ，

新 鲜 事 物 、智 能 化 产 品 层 出 不 穷 ，学

习 对 于 老 年 人 来 说 有 着 非 同 一 般 的

意义，老年人只有不断学习才不至于

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同龄人。仁青罗

布说：“现在，很多事情都要用智能手

机 操 作 ，比 如 出 示 健 康 二 维 码 、网 上

买票、去医院时线上挂号、付款等，而

我 却 还 停 留 在 用 智 能 手 机 打 电 话 的

阶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时常向

孩 子 们 请 教 ，虚 心 学 习 ，只 有 这 样 才

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跟上时代步

伐。”

当记者问及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的

成果时，仁青罗布老人满脸骄傲地说：

“我已经学会了用手机出示健康码、付

款等一些简单操作，现在我再也不用

担心出现因为忘带钱包而没法付钱的

尴尬局面了。”

老年人的学习是不带功利性的，

不是年轻时想要的那一纸文凭，不是

工作时的完成任务,也不是只有书本这

一种途径，而是以精神上的愉悦、心灵

上的满足、生活上的方便为标准。不

断学习不仅是社会需要，更能让老年

人保持年轻心态、充满活力。

当谈及未来的规划时，仁青罗布

用坚定的语气说：“活到老、学到老，精

彩到老，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往后要

继续坚持的。”

早 上 的 宗 角 禄 康 公 园 里 热 闹 非

凡，健身的、散步的、跳锅庄的……不

时传出老人们阵阵爽朗的笑声。

今年 57 岁的卓嘎是一位退休老干

部，她穿着一身传统的藏族服饰，在跳

锅庄的间隙，与我们开心地聊起了退

休生活：“我的退休生活过得很充实，

每天上午约着朋友在公园跳舞、散步、

锻 炼 身 体 ，下 午 就 去 茶 馆 喝 茶 、聊 家

常。”老人谈笑晏晏，幸福的笑容洋溢

在脸上，说罢又加入了锅庄队伍。

在公园的另外一角，平措老人正

带着孙子健身。“我早上都会带着孙子

来锻炼身体，呼吸新鲜空气，孙子也很

喜欢跟着我。这样我不仅帮子女带了

孩子，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一边

压着腿，一边说道。

平措说，在党中央领导下，西藏有

了很大变化，现在的拉萨公园多了、绿

化好了，道路宽了、车多了，出行更方便

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高了，不仅有冬

暖夏凉、宽敞明亮的住房，还不愁吃不

愁穿，原来的美好理想都变成了现实，

这些变化让人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我加入社区居委会文艺队快 10年

了，每天来居委会练舞蹈、学习弹奏乐

器，与朋友分享生活中的趣事，回家后

又能含饴弄孙，我现在的生活真的非常

幸福。”住在拉萨市阿坝林社区的扎西

老人刚从社区居委会排练室出来。

他们的生活是西藏老年人幸福生

活的缩影。他们的晚年生活方式不尽

相同，或在家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

或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学习；或坐上

公交车到处走走看看；或约上三五好友

一起去旅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再

看看世界各地的风貌……他们都找到

了幸福的生活方式。

笑容满面、健步如飞、神采奕奕，

这是泽央老人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金珠西路的

泽央老人的家里，74 岁的泽央老人热

情地将我们迎进屋，端上热腾腾的甜

茶和各式糕点……

退休前，泽央在区地勘局西藏集

团公司从事工会、宣传和文秘工作，因

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组织过各种形

式的文体活动。1999 年 3 月，泽央退休

后并没有在家里闲着，而是过起了忙

碌的生活。

“人老了就得给自己找乐趣，活就

必须活得有质有量。”这是退休 22 年的

泽央常说的一句话。

为了丰富自己的退休生活，泽央

发挥自己的长处，在八一社区老年文

艺馆、区老干局老年艺术团、区民政局

合唱团、西藏非遗堆谐、朗玛传承团以

及区地勘局每年举办的文艺汇演中自

己编排节目，教学踢踏舞。从 2006 年

开始，她共参加西藏电视台和拉萨电

视台举办的春节、藏历新年联欢晚会

10 次，代表作品有《永远的踢踏》和《幸

福家园》。

泽央说：“我非常喜欢西藏民间舞

蹈 ，从 小 就 跟 着 妈 妈 学 跳 堆 谐 、朗 玛

舞。现在退休了，我有更多的时间做

自己喜欢的事。”

如今，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精 神 文 化 需 求 也 越 来 越 被 人 们 所 重

视，而下乡演出活动不仅丰富了农牧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对和谐新农村

建 设 起 到 了 极 大 的 促 进 作 用 。 退 休

后，泽央多次到山南、日喀则、那曲、各

大院校、敬老院、特殊学校、监狱等地

和单位演出。当谈起下乡演出的初衷

时，泽央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了

我们优越的生活，让我们这些老年人

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幸福晚年生活，我

们要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为西藏稳定、

民族团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下乡演

出不仅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也对推

动农牧区文化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不仅如此，泽央还担任了区地勘

局拉萨离退休管理站下属地热退休党

支部第一、二、五、六、七届支委。泽央

说：“组织非常关心退休老干部的生活

情况和身体状况，担任支委以来，我们

会及时主动看望慰问患病或生活有困

难的老干部，关注老干部的身体健康

与生活状况，及时送上组织的温暖和

关怀，送去对老同志们的尊重、理解与

爱护，让他们安享晚年。”

尽自己的所能发挥余热，为建设

美丽幸福西藏贡献自己的力量，是退

休老干部泽央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的方式。

当 谈 及 以 后 的 打 算 时 ，泽 央 说 ：

“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还会继续坚

持下去，编排、演出、教有需要的人学

习踢踏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西藏贡献微薄力量。”

丰富多彩 尽享美好
——我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本报记者 耿锐仙

尽己所能发挥余热
——泽央忙碌又幸福的退休生活

本报记者 耿锐仙 实习生 白玛央宗

让波啦嬤啦不再“望网兴叹”
—我区多举措帮助老年人融入智慧社会

本报记者 耿锐仙

每年农历九月九日是中国传

统节日重阳节，这一天既是登高

赏秋的好日子，也是感恩敬老的

重要时节。在节日期间，我区各

级人民政府、有关单位及社会团

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

老、助老活动。

然而，进入新时代，老年人的

需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

方面，特别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

今天，不少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

都会遇到智能技术应用方面的困

难。为此，我区出台各项举措，帮

助老年人解决在运用智能技术方

面遇到的突出困难，帮助提升老

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能力，消除

“数字鸿沟”，使他们融入智慧社

会、享受智慧生活，从而在信息化

发展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退休干部仁青罗布：

活到老精彩到老
本报记者 耿锐仙 实习生 白玛央宗

核心提示

图为山南市加查县集中供养中心工作人员在教老人们观看网络视频。

本报记者 次旺 摄

安 享 晚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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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拉萨市城关区俄杰塘社区

居委会的老年人在教练的指导下学

习舞蹈。

图②：山南市加查县集中供养中

心的老人们正在锻炼身体。

图③：山南市琼结县集中供养中

心的工作人员在认真细心地照料老

人。 本报记者 次旺 摄

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我区

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人均寿命越

来越长，老年人也越来越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