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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城事·社区

阅读提示

处州晚报新闻智库专家、丽水学院社会学教授刘京表示，对于老年人上网这件事应辩证看待。老年人正确
“触网”，有助于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享受社会发展红利，有利于老年人自我实现和表达。一旦上
网成瘾，则有诸多弊端。让老人更好地“触网”是子女的义务，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需要耐心引导。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舒海军

11 月 27 日，受丽水市卫健委的委托，经过中国创

伤救治联盟专家组专业严谨的评估，丽水市人民医院

高分通过验收，被授予中国创伤救治联盟“高级创伤中

心”称号并举行授牌仪式，成为全国第 7家、丽水市首

家通过中国创伤救治联盟评估授牌的“高级创伤中

心”。

据了解，中国创伤救治联盟成立于 2016 年，是由

国内 100多家医疗机构的 500多名创伤救治专家共同

发起，以“建立严重创伤救治规范及建立区域性创伤救

治体系”为主要工作内容。开展包括科学研究、医疗救

治、政策制定等在内的多领域工作。

市人民医院创伤中心正式成立于 2011年，是国内

较早推行“严重创伤救治一体化”为救治特色的医疗单

元，拥有独立的创伤病区和专职从事创伤救治团队，是

市级重点学科、创新学科，是丽水市医学会创伤医学分

会主任委员单位、丽水市急诊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挂靠

单位。中心开放床位 103张，年收治创伤病人 5000余

例，其中严重多发伤（ISS≧16）占 20%。

2017年 12月，市人民医院创伤中心成为我市首家

中国创伤救治联盟高级创伤中心建设单位。市人民医

院院长助理、创伤中心常务主任王济纬告诉记者，医院

创伤中心建设起步早、上级领导重视，为其发展提供了

良好基础。同时，王正国院士、付小兵院士曾在市人民

医院建立创伤医学院士工作站，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平

台和工作支撑。

作为牵头单位，市人民医院与丽水地区 11家医院

签署《区域创伤救治体系建设合作协议》，与各家医院

建立密切联系，定期下基层开展检查和指导工作，作为

本地区创伤中心建设典型，多次在国家级、省级会议、

各地市交流会中发言、交流经验。

严重创伤患者的救治能力提升是市人民医院多年

来努力追求的目标，医院创伤中心以急诊创伤外科、急

诊医学科、EICU、创伤骨科为主导科室，多学科联合救

治为模式，整合院内近 20个学科，成立创伤救治团队，

通过“早期生命支持、损伤控制”等手段，达到创伤救治

一体化。随着东城院区的正式运行，拥有了更便捷通

畅的交通转运条件，提供了更先进的医疗设备，更流畅

的抢救流程，也为创伤救治赢得了“黄金时段”。

评估会现场，专家组仔细听取关于中心建设情

况的汇报、查阅申报材料、抽查病例资料，现场核查

创伤中心建设情况并观摩院前预警接诊、多发伤救

治演练。完成各项流程后，专家组宣布，市人民医院

经过创伤中心建设期，在组织管理、医疗服务能力、

严重创伤患者救治流程、承担公益任务等方面有很

大提升，经丽水市卫生健康委授权、专家评估组同

意，授予市人民医院中国创伤救治联盟“高级创伤中

心”称号。

活动当天，在百度地图上，市人民医院的地址被

“生命之星”点亮。此地图标签，可以让大家在遇到意

外创伤的时候，快速了解周围创伤中心情况、路线和路

程，为急救争取更多的“黄金时间”。市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邵初晓带领医务人员庄严宣誓并承诺：“我们是人

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做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

“‘高级创伤中心’的成功创建，标志着市人民医院

的创伤救治水平和质量控制走在了全国前列。我们将

继续努力，提升区域急救创伤的救治水平，提高公共卫

生事件的应对能力，为丽水及周边区域百姓的健康保

驾护航。”王济纬说。

全国第7家

丽水市人民医院被授予“高级创伤中心”称号

□ 记者 麻东君

凌晨一点多，母亲房内还隐约透着亮光，市民张女

士知道，母亲这是又躲在被窝里刷短视频了。

“现在也不出去跳广场舞了，天天只要一没事就

玩手机，吃饭看视频、洗衣服看视频、上厕所也看视

频 …… 她 本 来 眼 睛 就 有 问 题 ，晚 上 玩 手 机 还 不 开

灯。”张女士说，母亲今年 65 岁，现在常常玩手机至

深夜甚至次日凌晨，每天手机刷视频 10 多个小时，

自己劝了母亲很多次，但根本没有效果。

近日，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

例。以前很多年轻人沉迷于网络世界，让家中上了年

纪的长辈不解甚至责怪。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

及APP的适老化，许多“银发族”会熟练地使用智能手

机设备，在给他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许多老年人也沉迷

于网络中难以自拔。

看手机视频能挣钱？
60岁余大妈每日沉浸其中

“这个APP看一个短视频能得 10个金币，凑够一万

个金币可以兑换一元钱。”“这个APP走路步数可以换现

金，只要在看够要求次数的广告就能提现。”一个又一个

能“赚钱”的APP让市民余大妈每日沉浸其中，不但耗费

了大量时间，还影响了身体健康。

“我妈都快入魔了，怎么劝都不听，我们又不能

天天在旁边看着，折腾一天挣那几块钱，还不够她伤

害眼睛的呢！小时候都是我看电视玩游戏被爸妈

管，如今正好反了过来，是我想方设法限制她玩手

机，一想到曾经她说我的那些话如今从我嘴里说出

来，我就感觉又好气又好笑。”余大妈儿子马先生无

奈地说。

“一开始，也就是空闲的时候稍微看看视频，后来

发现刷视频能得金币换钱，现在一发不可收拾了。”马

先生表示，为了限制母亲刷视频，自己曾偷偷卸载了相

关视频软件。结果，余大妈又在其朋友的帮助下下载

了视频软件。

之后，马先生又想到利用路由器进行定时断网，以

此控制余大妈手机上网时间。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余大妈又自己偷偷跑到手机营业厅开通了流量包

月服务。“现在，她每天早上 6点醒来开始看视频，一直

刷到晚上 10点，一天手机至少要充三四次电。”马先生

表示，自己也没招了。

记者了解到，像余大妈一样热衷于在软件上挣钱的

中老年人很多。虽然挣到的钱相当有限，却要付出很多

时间和精力，而且有些APP不但要求下载其他软件，且

必须要进行注册和实名认证，个人信息很容易泄露，使

用者则很容易成为APP的廉价赚钱工具。

老人网上对症看病
私自更换降压药

“稍稍有点空闲，就抱着手机，我似乎看到了我小

时候的样子。”市民成女士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去

年，成女士为母亲换了全新的智能手机，学会使用后，

母亲就逐渐迷恋上了，这让成女士担心不已。

“原本，我妈退休后能找到点喜欢的事儿我挺高

兴，可老这么抱着手机，作息都不规律了，加上她经常

转发那些真假难辨的科普、养生类信息，真担心她上当

受骗，被这些信息误导。”成女士最近每天都能在吃饭

间隙收到母亲的“关怀”。

本月初的一天，临近晚饭时间，成女士如期收到了

母亲发来的两条养生信息。她打开一条，虽然内容看

上去没有大问题，但是，附在后面的心脑血管、白内障、

糖尿病、痛风、种植牙等七八条医药广告，给人感觉非

常不安全。

“这些打着‘养生’旗号的信息，下面都有醒目的医

药广告链接，老年人很容易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点进去，

感觉这种信息就是为了诱导老人消费的。”成女士无奈

地告诉记者，今年年初，一直患高血压的母亲可能受到

这些信息影响，得知吃某种药副作用更小，就擅自换了

降压药，幸好家人发现及时，最后通过咨询医生得知，母

亲私自买的降压药其实并不适合母亲的个人情况，才换

回了原来的降压药。

成女士说，自己多次劝说母亲不要浏览这类“养

生”信息，但母亲以转发能挣钱为由乐此不疲。

面对如此迷恋手机的妈妈，成女士后悔地说：“当

初真不该给她换智能手机。”

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观念
真正实现老有所乐

11月 30日上午，记者针对部分老年人手机上网成

瘾这一社会现象，专门致电处州晚报新闻智库专家、丽

水学院社会学教授刘京，请他来谈一谈看法。

刘京教授表示，老年人学会上网后，会给其生活带

来很大便利，通过网络可以交到朋友，也可以多和老朋

友联系，还能够拉近和子女之间的距离，因此对于老年

人上网这件事应辩证看待。

刘教授说，老年人正确“触网”，有助于扩大老年人

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享受社会发展红利，有利于老

年人自我实现和表达。在学习型社会背景下，老年人

合理“触网”能够提升老年教育质量，真正实现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

然而，老年人一旦过度依赖甚至上网成瘾，则有诸

多弊端。从身体方面讲，长时间上网容易引发心脑血

管疾病、颈椎病、眼疾等多种疾病。从心理方面看，原

本是想缓解孤独，现在反而增添空虚感和焦虑感。

“老年人会有类似小孩子一样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对此不应一味限制，而要合理引导。”刘教授表示，目前

许多短视频直播平台、手游网游等已经推出了青少年

模式，相应的也可以推出老年人模式，从平台处进行监

管和控制，对不适宜老人、老人容易形成依赖的内容不

进行推送，从根源进行分流和管控。“社区、政府和社会

机构等可以多组织一些户外的活动，尽量丰富活动形

式，可供老年人选择的东西多了，沉迷网络的老年人自

然会慢慢变少。”

此外，子女作为晚辈，应该设法提高老年人利用网络

学习和分辨信息真伪的能力，让他们免受违法广告、养生

谣言等不良信息的干扰误导，我们应该做好引导工作。

“有一种孝顺，是带老人跟上这个信息时代”，让老

人更好地“触网”是子女的义务，也是整个社会的责

任。刘教授说，开启安全、人人可及的互联网“老年模

式”，需要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家庭、互联网平台等多

方共同努力。只有更好地保护老人们免受网瘾的侵

袭，让手机和网络不再成为老年人的唯一依靠，老年人

才能真正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智慧福利。

市民张女士说，母亲每天手机刷视频10多个小时，根本停不下来，而且身边这样的个例很多

老人沉迷网络难自拔 子女该如何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