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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用‘健康码’，不敢出去呀！”
“约车软件太复杂，不会用！”
“‘扫码’乘车太难了！”
眼下，当年轻人越来越享受智能化带来

的便捷出行时，不少老年人却在感叹出行
难，“没事尽量少出门”。请等一等在智能时
代掉队的他们！我们的出行可以更有温度。

部委：完善顶层设计

补上老年人日常出行短板，离不开强
有力的顶层设计。

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健康码”查验、乘坐
公共交通、打车出行等多方面提出要求，确
保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便利。

通知明确，不得将“健康码”作为人员通
行的唯一凭证，对老年人等群体可采取凭有
效身份证件登记、持纸质证明通行、出示“通
信行程卡”作为辅助行程证明等替代措施。

在公共交通出行方面，保留现金、纸质
票据和凭证，出租汽车、公交化运行的道路
客运等交通方式，应当支持现金支付或者
提供方便现金转换的服务；在优化老年人
打车出行服务上，整合巡游出租汽车运力，
提供电话预约或即时叫车服务，鼓励有条
件的网约车平台公司通过技术手段，为老
年人提供优先派单服务。

其实早在通知印发前，交通运输部运输
服务司已组织滴滴出行、美团打车等平台公
司召开座谈会，要求优化网约车约车软件功
能，增设方便老年人使用的“一键叫车”功能。

地方：积极落实政策

以人为本，帮助老年人跨过交通“数字
鸿沟”，正成为地方交通部门发力重点。

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目
前全省所有客运站均保留了人工售票窗口
和人工检票通道，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公
交均向老年人提供老年卡服务，在红旗连
锁超市、地铁站等相关网点均支持现金支
付办卡，老年人持卡可以便捷乘车。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对城市轨道交通老
线全部完成无障碍改造，新线无障碍设施
全部同步建成投用。同时，推广应用低地板
城市公交车辆，方便老年人上下车。

“未来将进一步开展‘适老化’优化服
务，引导行业优化现有道路运输领域出行
信息服务产品使用流程，强化老年群体需
求市场供给，加快推进乡村客运‘金通工
程’，并提供电话预约服务，惠及广大乡村
地区留守老年群体。”这位负责人说。

破解老年人日常出行难点、堵点，地方
正在积极行动：云南昆明重点做好老年人
免费乘坐公交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办理老
年人爱心卡 126.72 万张；湖北省交通运输
厅印发通知，明确从设立人工售票窗口、增
加交通青年志愿者等方面改善服务，保障
老年人出行需求。

企业：升级平台服务

改善老年人出行体验，企业主动作为

至关重要。
“关怀模式”是滴滴出行专门针对老年

人用户推出的服务。老年人通过滴滴出行
APP 设置中心，打开“关怀模式”按钮即可
使用。该模式不仅支持字号放大，还简化了
界面发单流程，保留了打车核心功能，输入
目的地就可以直接发单。

据滴滴出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滴滴出
行已成立了老年人打车专项项目组，开发

“一键叫车”相关功能，推进“APP 一键打
车”、电话即时叫车、老年人订单优先派车
功能的研发和落地。

美团打车正研究加快推出“一键叫车”
功能，支持老年人扫码或直接使用小程序
一键发单，上车后，可由司机确认并输入目
的地。行程结束后，乘客可直接支付现金。

“美团打车已成立工作专班，将为老年
人增设专门的‘助老中心’界面，帮助老年
人实现‘一键叫车’，抓紧研发‘亲情付’

‘关怀模式’等功能，切实降低老年人使用
网约车的操作难度。”美团打车有关负责
人说。

嘀嗒出行市场副总裁李金龙介绍，嘀
嗒出行已开发“出租车智慧出行小程序”

“打车助手”“在线扬招站点”等产品，通过
三个一键——“一键叫车”“一键同步目的
地”“一键行程分享”，方便老年人用车。

多位专家表示，让全体老年人享受到
技术升级带来的出行红利，折射的是城市
治理者的责任心，以及城市交通文明程度，
这还需全社会持续共同发力。

破解时下老年人出行难，
他们这样发力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一大早，新岗村“幸福食堂”里的
工作人员开始为留守老人准备午餐，择
菜、洗菜、炒菜，忙得不亦乐乎。

新岗村地处丘岗，田地少、水源
差、收入低，曾是湖北省孝昌县王店镇
有名的穷村，有 185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近年来，新岗村积极推进脱贫攻
坚，通过合作社形式发展园艺、建材等
产业，为大批贫困户创造了工作岗位。
如今，新岗村村民的钱袋子鼓了，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开设专门为老人提供午餐的“幸福
食堂”，便是新岗村推进脱贫攻坚、提
升村民幸福感的一项举措。由于大批年
轻人外出务工，老人在家缺人照顾，如
何照顾高龄留守老人曾让村两委发愁。

新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胡
五清说，在 2017 年的一次村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中，大家提出了“幸福食堂”
的概念。“党的政策好，村集体收入逐
年增加，但独居老人吃饭难却是个问
题，应该想办法解决。”

2018 年，新岗村从县民政系统、村
集体等方面筹资50万元，将已废弃的小
学改造成包括“幸福食堂”、影视室、图书室等设施的综合
体。其中，“幸福食堂”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可容纳50多
人就餐。食堂补贴资金主要来自村集体企业出资、村民
捐资、社会帮助和上级部门政策帮扶等。

“‘幸福食堂’去年开伙，三菜一汤、饭菜丰
盛。”胡五清说，目前食堂对75岁以上老人开放，80岁
以上老人可免费就餐，75岁以上、不满80岁的老人每
餐收费5元。

“这里的饭菜好吃，服务态度也好，是我们老年人
真正的幸福食堂。”86 岁的新岗村村民陈松劲告诉记
者，他每天中午都会来食堂就餐，“除了吃午餐，我们
还会在这里下象棋、看电视。真的是有吃的，有玩的，
还有看的，样样齐全。”

“幸福食堂”不仅提升了留守老人的幸福感，还为部
分贫困村民提供了工作岗位，为他们增加了收入。52岁
的贫困户何福仙是食堂服务员，月工资1800元。她说：

“非常感恩这份工作，看到老人的笑脸，我很满足。”
目前，每天约有30名老人在“幸福食堂”就餐，其中8

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胡五清说，为了让留守老人老有所
依、老有所乐，村两委会把“幸福食堂”一直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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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使福建省漳州市
长泰县坂里乡新春村老党员汤金德一家变成了贫困户，
还欠下24万元债务。6年后，在党和政府精准脱贫政策帮
扶下，老汤一家摆脱了贫困，还清了全部债务。71岁的老
汤说：“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要靠自己
艰苦奋斗；勤俭脱贫后更要诚实守信、回报社会。”

2014年3月，因误食采回的毒蘑菇，汤金德的儿子不
幸中毒，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救治终
告无效，儿子离世给汤金德和老伴何阿秀留下巨大伤痛。
抢救期间，老两口搭进去7万元积蓄，还欠下24万元债
务，这些钱都是亲朋好友、邻里乡亲东拼西凑的。

看到汤家的不幸遭遇，再加上汤金德年老体弱的身
体状况，“债主们”谁也没跟老人提起还钱的事，但汤金
德、何阿秀夫妇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钱，无论如何一定
得还上！”

2016年，汤金德一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有
各种扶贫优惠政策，长泰县县长和坂里乡党委书记挂钩
帮扶，中央财政产业扶贫资金每年注入汤家近万元。

汤金德因患腰椎间盘突出干不了重活，就决定饲养
蛋鸡，养鸡下蛋，细水长流。为此，社会爱心人士已累计向
老汤家捐助蛋鸡350只，使其蛋鸡规模常年保持在100只
左右。为了保证鸡蛋的销路和价格，乡政府的干部、当地
企业家和社会爱心人士都向老汤伸出了援手，纷纷购买

“爱心蛋”，使其鸡蛋售价保持在每个1.3元-1.5元，平均
每月带来2000多元的稳定收入。

汤金德告诉记者，坂里乡党委书记黄丽坤经常来到
他家，嘘寒问暖。黄丽坤说，老汤的鸡蛋一滞销，马上跟他
打电话。最近老汤的鸡群因自然淘汰减少了，想恢复至一
百只的规模，也来找他想办法。他联系了漳州富达农牧公
司无偿向老汤捐助了50只成品蛋鸡，并亲自送至老汤家
中。看着复壮的鸡群，老汤笑得合不拢嘴。

汤金德的老伴何阿秀非常勤劳，独自耕作4亩多地，
起早摸黑，经常头戴矿工灯在地里劳作，晚上九点多才收
工回家吃晚饭。因为不知疲倦，她被人称为“机器人”。天
道酬勤，今年农作物收成好、价格好，何阿秀种的辣椒卖
了4万元，稻谷卖了2000元，甜玉米卖了1000多元……

汤金德夫妇成了乡里的“脱贫明星”，家里一有收入，
汤金德便委托女婿登门认债还款。当地慈善人士徐智心
介绍说，汤家是“有钱还债、没钱买肉”，连孙女都是“多吃
鸡蛋少吃肉”，一家人是省吃俭用为还债。邻居汤林水当
年借了1万元给汤金德，2019年汤金德看汤林水盖新房，
就主动把1万元还上了。

今年8月，汤家还完了最后一笔欠债，何阿秀高兴得
泪流满面，她大声说：“我再也不欠债了！”汤金德说：“我
是一名老党员，脱贫路上不能拖后腿，诚实守信更是万万
不能丢。”如今，老汤家又有了新的生活目标：盖新房。

七旬老党员脱贫还债记
苏杰

唐文汉（右）指导学生练习举重。

唐文汉唐文汉（（右四右四））带领孩子们跑步带领孩子们跑步。。

唐文汉（下）带领学生做俯卧撑。

唐文汉（右）辅助学生跳鞍马。

唐文汉（中）带学生在自己的老宅体验
过去的训练项目。

今年63岁的唐文汉是湖南省邵阳
市新宁县白沙中心学校的退休体育老
师，他在乡村学校从教30多年，于当地
挖掘培养出了一批体育苗子。在他的帮
助下，不少农村孩子成长为专业运动
员，获得国内外体育赛事奖牌。

虽然已经退休，但唐文汉这位“伯
乐”闲不下来。他经常回到校园里带着
学生们一起运动，发现和选拔具有运动

潜力的孩子。唐文汉曾经把个人老宅改
造成简易运动训练室，那里是不少体育
冠军启蒙的地方。如今，他还会带孩子
来到这里体验当年训练的艰苦不易。

多年耕耘体教一线，唐文汉曾获得
过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全国最美乡村
教师、全国特色教育优秀教师等荣誉称
号。他说：“退休不代表落幕，而意味着有
更多时间去帮助乡村小孩实现体育梦。”

深山育苗三十载
体育“伯乐”不退休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唐文汉（左）在指导孩子们跳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