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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朋友圈”

朋朋友友圈圈里里玩玩得得欢欢
背背后后是是情情感感需需求求
调查数十位老人几乎都玩微信，也有手机控

五一假期，济南王官庄社区的耿宜昌老人也没闲着，每天一
大早打开微信，给自己的合唱团拉票。曾一度被年轻人当成专属
品的微信正成为一些老年人的新宠，在经过最初几年的用户积
累后，老年用户正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接触微
信，用微信来收发信息、分享内容、交流感情已成为不少老年人
的生活日常。

本报记者 时培磊 许建立

在别人的带动下尝鲜
觉得方便后主动使用

和多数老年人一样，济南王
官庄八区的刘胜林还不明白一
张张照片、一条条视频内容是如
何瞬间从一部手机发送到另外
一部手机上的，但微信就这样突
然闯进他的生活。作为社区党总
支的一名委员，72岁的刘胜林还
在社区发挥余热，承担着一些工
作。2016年年底的时候，他身边
的老年人多数都在使用微信，很
多工作都通过微信联络，这让他
不得不接触这个陌生的东西，年
前他换了手机，装了微信。尽管
身边有人给他指点，但他学得很
慢，总有种被拽着走的感觉。

走访多个社区后，记者发现，
不少老年人像刘胜林那样，被周
边人所带动使用微信，由被动学
习到发现它的方便之处，再到主
动使用。记者采访的十多位老人
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人微信
是由子女安装的。

目前，老年用户已经形成较
为可观的基数。在青龙街社区和
王官庄八区的两个合唱团共四五
十个老人中，几乎每人都有微信。
在城乡地区，也有很多老年人使
用微信。章丘普集镇曾发生过一
起车祸，一对母女骑电动车遭大
货车碾轧。记者采访一位六旬老
人时，她还将微信里的车祸视频
给记者看。

老年用户的快速增长已成为
一种趋势。2016年年底，微信发布
的年度生活报告中特意提到老年
用户日渐活跃，将会更加考虑老
年用户的需求。

现实中失去了亲情
微信里找到了安慰

除了微信自身的便捷外，不
少老年用户还基于对情感交流
的需要使用微信，而且老年人感
觉最实在的就是微信不收费。从
微信发布的数据也可以看出，不
少老年人在打字、视力上存在一
定的障碍，他们很喜欢微信语
音、视频的功能。

“吴民，还有两个小宝宝，你
们春节好，你们在干吗呢？”每逢
节假日，81岁的吴庆林老先生和
老伴儿总是习惯通过微信向远

在美国的孩子发一段语音，互相
问候报个平安。吴老先生说，他
孩子早在1997年就去了美国工
作，后来在那边定居，因工作繁
忙，几年也回不了一次家。之前，
家人们很少联系，“国际长途很
贵。”2015年的时候，孩子回来给
老人换了智能机，装了微信，亲
人之间经常在微信上发些旅游
的照片和动态。

“你在现实中失去了亲情和
爱，在另一个地方总会找回来。
对我来说，微信就是一个非常
有亲情的地方。”济南王官庄八
区59岁的巩敏女士说，2016年，
90多岁的母亲病重离开人世。
那段时间，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伴着一幕幕的往事涌来。在最
为悲伤的时候，她梳理了母亲的
点滴，将那些陈旧的照片连同自
己的心声发在微信里，把情绪发
泄出来。

在朋友圈里，她的好友给了
她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在朋友圈
里，巩敏深深感到了另外一种亲
情弥补了母亲离去的遗憾。“这
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你找谁说
去呢，又通过什么方式说呢？”

现在，巩敏在微信上找到了
另一方乐土。她喜欢诗歌创作，
把旅游时的照片和即兴创作发
在朋友圈里，和朋友一起分享生
活中的乐趣。

外出蹭网在家通宵玩
老人也会对微信痴迷

相比之下，年轻人喜欢原
创，老年人则更喜欢分享。不少
老年人喜欢生活小窍门、养生保
健、美食和食品安全、搞笑视频
和一些防骗的内容。老年人加入
的微信群多为亲友群，其中以家
庭内部群、同学群和社区居民群
居多，少数老人会加入某类爱好
者的群。

71岁的耿宜昌是王官庄八
区居民，他加入了社区的微信
群，还开设了社区合唱团的群。

“老年人都有时间，也关心身边
事，加到社区群很方便。”

对不少老年人来说每天都会
花上一两个小时使用微信，还有
老人已把浏览微信当成一种习
惯，手机不离手，有事没事都要瞅
一眼。已经退休仍常年置身公益
活动的张秀华说，她在家时要帮
忙照看三岁大的孙子，因为担心
孩子视力下降，家里一般不看电

视，微信就成了张秀华打发时间、
取乐的一种方式，“基本上闲下来
就会看两眼。”

青龙街社区居委会委员李
臻臻说，有的老人甚至会对微信
痴迷。“我们社区有个老人就非
常喜欢玩微信，有时候一晚上都
不睡觉。”不少老年人在外边也
会出现“蹭网”的情况。社区居委
会主任、书记王群群介绍，不少
老年人学习的欲望很强烈，从
2016年初，他们就在社区开展了
微信培训，培训班结束后，陆陆
续续有五六十位老人经常来社
区里咨询微信使用的一些操作。

2016年微信年度生活报告
里关于老年人微信使用的相关
数据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老年人每天人均发送微信
信息次数有44次，典型用户（80
后、90后）有74次，95后用户81
次；老年人更喜欢用语音和视频
聊天。语音消息占比中，老年人
以22%占据首位，高于典型用户
的16%和95后用户的13%；每月
通话时间82分钟，也高于典型用
户和95后用户。

耿宜昌老先生学会用微信后，和朋友交流、开展社区工作都很方便。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

在“精神赡养”普遍缺失
的情况下，情感已成为老年
人最大的需求。比如因缺少
孩子的陪伴而产生的寂寞
感，因退休产生的失落感，因
缺乏与社会互动产生的寂寞
感，这些心理上的危机困扰
着老年群体。同时人至暮年，
对理想的追求较年轻时淡
化，在自我实现方面会展现
出较小的期望。

智能手机和微信的出现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老年人的
情感需求，也成为子女们为
老人“精神赡养”的有效补
充。在微信众多功能中，微信
语音消除了实时电话联系的
局限，也符合了老年人节约
的生活理念；微信群连接了

社区、社会，在行动不便的情
况下，与老友们实现了“最时
尚”的社交连接；抢红包、投
票、团购、朋友圈等微信玩
法，一定程度上是老年人追
赶时代的自我证明。

这些功能是社会科技
发展为老年人带来的“精神
赡养”，其核心便是满足老
年人的情感需求。当然，满
足老年群体的情感需求不
只有微信这一种途径，让老
人接触互联网，而不沉溺互
联网，进一步丰富老年群体
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才
能引导老人在“互联网+”的
时代战略下实现“智能式”的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本报记者 时培磊 许建立

葛延伸阅读

智智能能化化的的老老有有所所乐乐
需需要要全全社社会会““精精神神赡赡养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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