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不让老人困于如何不让老人困于““数字迷宫数字迷宫””

游客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景区拍照
游玩（5月20日摄）。

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古之长安、
今之西安一直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
赢的城市气度。

厚植文化沃土促进文旅融合、立
足创新开放实现产业发展、建设基础
设施推动城市更新、加强生态保护增
进民生福祉……各项事业的不断发
展，持续为西安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服务国家向
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古都西安，在阔步
前行中展现出磅礴气象。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西安：活力古都 魅力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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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4 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榜单和《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
研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记者注意到，京东集团以1.847万亿元的营业
收入规模，连续两年位居民营企业500强榜首，阿
里巴巴、恒力集团以 9274.94 亿元和 8117.37 亿元
营收排名紧随其后，营收前三强格局与前两年保
持一致。今年共有30家民营企业500强入围《财
富》世界500强榜单。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主
体。截至2023年12月，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
量超过 5300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
达到 92.3%，贡献了50%以上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人
员、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报告显示，在研发投入榜单中，排名前十的企
业分别为：华为、腾讯、阿里巴巴、比亚迪、吉利控
股、百度、美团、蚂蚁科技、山东魏桥和小米。互联
网公司占据其中半壁江山，腾讯连续两年蝉联互
联网行业研发投入第一。

根据公开数据，华为和腾讯近年一直保持民
企科技研发及创新的领跑角色。华为是目前累
计获得中国授权专利最多的企业，其年报显示，
截至2023年底，华为在全球共持有有效授权专利
超过 14 万件，累计公开专利已经超过 33.6 万件，
在全球ICT领域，尤其是5G方面，积累了大量的
创新成果。

紧随其后的腾讯2023年研发投入达到640.78
亿元，自2018年至今其研发投入累计超过3000亿
元。截至2023年底，腾讯在全球的专利申请总数超
过7.5万件，授权专利数量超过3.7万件，主要集中
在人工智能、云技术、大出行、即时通讯等前沿领
域，全链路自研的混元大模型等AI技术持续升级。

根据今年 9 月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4 研发
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业整体研发费用居前，达到 2450.67 亿
元，平均研发强度达到6.35%，高于榜单整体平均
水平。同时，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中，28家入围企
业共拥有国内有效专利7.91万件，其中国内有效
发明专利7.77万件，户均2773件在各行业中排名
第一。

记者了解到，2023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
入总额41.91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22%，税后净利
润1.69万亿元，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连续3年实现
提升。民营企业500强纳税总额达1.29万亿元，较
上年增长3.11%，吸纳就业总人数1065.75万，户均
2.13万人，就业人数超5万人的企业有48家。

今年是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6次上规模民
营企业调研，共有9642家2023年营业收入5亿元
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

“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 姚均
芳 吴雨）10 月12 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
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六大国有商业银
行发布公告，将于10月25日批量调整存量
房贷利率。

根据公告，此次调整针对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将对存量房贷（包括首套、二套
及以上）利率实施批量调整。

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利率高
于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30个基点

的首套房贷和其他地区利率高于 LPR 减
30 个基点的全部存量房贷统一调整至
LPR减30个基点。

在目前存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加点下限的北京、上海、深圳等
地区，二套及以上房贷利率高于相应政
策下限的统一调整至当地相应政策下
限。

同时，可纳入批量调整的贷款须为
浮动利率定价方式，对于固定利率和基
准利率的贷款，须先转为浮动利率再进

行调整。
此外，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的二套

及以上且当前符合首套房标准的存量房
贷客户，可向银行申请将贷款调整为首套
房贷款。

根据公告，对于可纳入本次批量调整
的浮动利率贷款，无需借款人申请，银行
将于10月25日统一进行批量调整。

10月25日后，客户可继续申请将贷款
转为浮动利率贷款，或是转为首套房贷，
银行审批通过后可调整利率。

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
六大行宣布将于10月25日批量调整存量房贷利率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10月12日召开发布会
通报，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侦破一起24年前的抢劫
杀人案。

2000年4月20日凌晨，南京市浦口区（原江浦
县）大桥乡浦合公路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犯罪嫌
疑人杀害一名29岁轿车司机，抢走汽车并抛尸，后
因车胎没气弃车逃离。

案发后，南京警方成立专案组侦办案件。因
案发地偏僻，案发在深夜，案件侦办一直未能取得
突破性进展。但当年刑事技术部门认真细致的现
场勘查和规范严谨的物证保存，为今天案件侦破
奠定了基础。

今年8月，案件迎来重大突破。运用新的刑侦
技术和手段，南京警方在当年保存下来的物证中
提取到的关键信息比中犯罪嫌疑人李某。李某是
安徽省明光市人，现在山东省从事货车运输工
作。今年9月20日夜，南京警方在浙江省宁波市
一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将李某抓获。经审查，李某
供述了24年前伙同同乡黄某共同实施抢劫杀人的
犯罪事实。

9月22日晚，在安徽省合肥市，南京警方又将
犯罪嫌疑人黄某抓获。经审查，黄某也如实交代
了伙同李某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24年前，两人
合谋到南京实施抢劫。案发当晚，两人乘坐受害
人张某的车辆，在途中持土制火药枪、尖刀实施抢
劫杀人并驾车逃离。至此，这起时隔24年的命案
告破。

今年以来，南京市公安局比对发现命案积案
线索15条，破获本地命案积案3起、外地命案积案
2起。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何磊
静 田中全）线上预约“犯难”、被二维码“绕
晕”、算法推送“成瘾”……随着智能技术
广泛应用，一些老人在出行、就医、消费等
日常生活场景中面临操作困难，犹如陷入

“数字迷宫”。
数字化浪潮中，如何让老人享受到科

技带来的便捷？

““银发族银发族””的数字困局的数字困局

智能汽车、电视、音响、手机，乃至智
能马桶等家居产品，在设计时主要面向年
轻人，功能繁杂、操作复杂。一些产品未
考虑到老年人的特点，让不少老年人感觉
手足无措。

因线上操作繁琐，72岁的江苏无锡市
民张大爷和老伴至今不会网上挂号、手机
打车。“小孩在外地工作，我肠胃不好老跑
医院，每次挂号、检查都得花两三个小
时。还不会打车，路上只能忍着难受坐公
交。”张大爷说。

一些手机 APP 的适老化改造浮于表
面。工信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对手机 APP
适老化改造有明确指导规范。但记者发
现，不少手机APP的“关怀版”一级界面字
体变大，点击进入二级界面，页面布置、字
体却与正常版无异，“换汤不换药”仍让老
人无所适从。

《2024年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现状
与创新趋势》报告显示，目前网络上超50%
的APP尚未提供“长辈模式”，且部分APP
的“长辈模式”入口过深、不明显，不利于
老年用户快速、便捷地切换使用。

层出不穷的弹窗广告、信息诱导也让
不少老人苦恼。81 岁的退休教师王阿婆
一人独居，习惯通过平板电脑看电视。“每
次看着看着，就有广告弹出，很难取消，广
告界面挡住半边屏幕，特别影响观感。”

有老人吐槽，一些手机软件“手抖一
下”就跳出弹窗广告，像“狗皮膏药”一样，
一旦点错隐蔽的关闭按钮，还会下载不知
名软件。“因为误点诱导信息，还泄露了手
机号码，各种骚扰电话不断。”

《2024年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现状
与创新趋势》也指出，有接近30%的APP在

“长辈模式”上存在广告或营销性内容，不
仅影响使用体验，也可能诱导老人消费，
增加安全隐患。

““冲浪冲浪””无忧无忧，，阻碍何在阻碍何在

记者采访发现，“银发族”要想真正跨
越数字鸿沟，仍需破解个人、企业和社会
等方面的核心痛点。

记者走访多家城乡养老院发现，不少
老人不愿、不敢接触电子产品，认为自己

“搞不懂”。“他们害怕杂七杂八的智能产
品。”一家养老院工作人员说。

子女和亲友的指导是多数老人掌握
智能技术的重要途径，而据此前云南大学
团队开展的相关调研结果显示，48.6%的老
年人表示孙辈在指导其使用手机时缺乏
耐心，代际之间“数字反哺”效果仍有提升
空间。

企业研发动力不足，也成为阻碍之
一。“我们也希望为老年人研发更多高科
技产品，但前期花费投资大，而这一群体
大多节俭，企业无法预期能否盈利。”南京
软件谷一名产品经理坦言，多数企业在为

“银发族”开发智能产品时会犹豫。
部分企业专门成立科技部门，组建研

发团队，围绕老人需求推出护理、保洁、就
餐等上门生活服务的APP，但推广难度较
大，下载、下单的仍以年轻人居多，且因缺
乏价格优势、日活量较低，运营维护难以
为继。

“社区也开展过数字技能培训，电子
支付、网购下单、预防网络诈骗等培训内
容很实用，但互动性差，很难一对一手把
手指导；很多老人大屏幕都看不清，再加
上记性不好，教了第二天就忘了。”一名老
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班的志愿者说。

受访专家表示，老人“触网”问题与地
区经济差异密切相关。城市与乡村之间
的数字鸿沟有待弥合，在一些欠发达地
区，农村老人消费能力有限，尚未融入互
联网生活。

化化““鸿沟鸿沟””为为““红利红利””

今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
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提出，

“开展数字适老化能力提升工程，推进互

联网应用改造”。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
门也出台文件，要求“推进适老助残无障
碍设施与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造，积极发挥
社会和市场力量助力重点人群跨越数字
鸿沟”。

受访专家表示，在数字浪潮下，有效
破解老年人“不敢用”“不会用”智能技术
的难题，既关乎社会关怀，也是挖掘银发
经济潜力的必要举措。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静指
出，不少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都专门
推出网络无障碍建设法规，为老人使用
智能技术进行政策设计；我国在数字社
会建设过程中也应加快推进数字无障碍
立法进程，为弥合银发数字鸿沟提供制
度保障。

专家建议，将智能设备与社会公共
服务的适老化、可及性改造纳入无障碍
建设范围，针对老年群体出行、就医、购
物、文娱等场景完善适老产品和服务。
同时，鼓励并引导企业加快研发改造各
类适老智能应用，如“一键叫车”“一键呼
救”“刷脸支付”等，进一步减轻老人操作
负担。

江苏省老年大学协会秘书长徐建设
表示，应注重研究不同类型老人的差异化
需求。一方面加快实施“数字扫盲”，通过
组织开展相关培训，帮助老人提升数字素
养；另一方面，为习惯智能技术的老人营
造清朗网络空间，开展老人防沉迷、防诈
骗等方面教育引导。

专家指出，应注重子女对老人的“数
字反哺”作用，鼓励子女帮助老人筛选智
能化养老服务及产品，指导老人利用智能
技术提升生活品质；同时，通过推广亲情
模式、家庭模式等，提升老人使用智能产
品的便捷度和自信心。

此外，要有更温情的社会“兜底”保
障。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仍有许多老人属
于“非网民”群体，在妥善引导其接纳智能
生活的同时，要避免数字偏见与社会排
斥。在推广智能技术适老化改造过程中，
应为有使用困难的老年群体保留传统服
务方式，尤其是在一些公共服务窗口和平
台，必须提供替代方案兜底。

南京警方侦破
24年前抢劫杀人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