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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晚晴

□王兢

坊间流传一句话：“互联网上的
老年人，如同三岁小儿怀揣黄金穿行
闹市，任谁都禁不住想要收割。”甚至
于部分老年人心甘情愿被这些粗粝
的互联网产品收割，也要满足情感需
求的“刚需”。如果子女想要让家中老
人不至于花这笔冤枉钱，一是要尽可
能地多陪伴老人、满足老人的情感需
求，二是教会老人更好地使用数字产
品，避免被坑被骗，而这都需要更大
的责任心、耐心与爱心才能做到。

近日与“短剧爆火”同时上热搜
的，还有“短剧围猎老年人”。据媒体
报道，有网友在网络平台上表示“没
想到微短剧的受众竟然是我爸”：仅
仅一顿饭的工夫，父亲就为看短剧

“激情充值”200元。
这并非个例。多名网友跟帖表示

父母对短剧上瘾。受访者父母中，有
的两个月充值4000元，有的消费总
额上万元。这些中老年人起初多是被
刷屏的短视频所吸引，一旦点开就被
算法“套牢”收割。

短剧“围猎”或“收割”老年人，是
对短剧开拓下沉市场的情感性描述，
除了事实判断之外还有价值判断。真
正引发儿女忧心的是，这些短剧App
的诱导消费已经堪比未成年人的大
额充值或高额打赏。部分平台的短剧
小程序充值页面自动勾选了“默认开
启自动解锁下一集”选项，以自动扣
款的形式收割老年人的钱包，乃至追
款无门、退费无效。

“短剧围猎老年人”的情形，说得
精准一些就是“短剧骗老年人消费”，
其交易过程已经超出正常的市场买
卖范畴，变成了新形态的“骗老年人
经济”。对于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几个
层次上予以辨析。

首先，部分短剧产品“骗老年人
消费”的情况并非什么新的东西，短
视频时代之前的互联网产品也干出
过强制下载、诱导消费、重复收费的
把戏，它们瞄准的对象也并不只是老
年人群体，而是所有人。近日，“抖音、
快手、微信三平台联合打击违规微短
剧”的新闻，也与广电总局日前“已经
下架2.5万部微短剧，下一步将再次
开展为期 1 个月的网络微短剧专项
整治工作”的公告相应，显示这个新

兴行业带来的监管问题覆盖全年龄
段，“精准收割/围猎老年人”的情况
只是行业乱象的一部分，监管工作还
是应放在规范互联网产品与保护消
费者权益的大类下进行。

2023 年 7 月 19 日，工信部曾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重点整治欺骗
误导下载、强制自动续费等痛点问
题，组织制定《App 用户权益保护测
评规范》《小程序个人信息保护规范》
等 19 项标准；而短剧 App 与小程序
诱导消费、重复收费的情况，当然也
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违法行为。

其次，比起年轻人群体，互联网
产品收割老年人的方式方法已经露
出了“更为精准高效”的苗头，这也是
不争的事实。中国正在经历快速老龄
化，“低龄老人”也都具备一些共同特
质，比如有钱有闲、渴望陪伴、追求健
康，等等。一方面老年人群体也存在
诸如理财/养生/情感的旺盛需求，一
方面老年人群体又不甚熟悉“付费陷
阱”，这让他们更容易沦为“数字难
民”，或是算法操纵下的“数字奴隶”。

年轻人会将短剧作为“电子榨
菜”，老年人也会视短剧为“电子补
品”。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并不比年轻人
少。其实早在短剧之前，短视频就已经
在“攻略”老年人了，“假靳东”“秀才”
这样的账号大行其道，诱骗老年人高
额打赏甚至赤裸裸诈骗钱财的案例历
历在目。“精准收割”的短剧，无非是

“假靳东”“秀才”的另类“平替”。
除了手机 App 打着“中老年社

交”“保险理财”“养生类情感类自媒
体”“带货”“卖课”的幌子收割老年人

之外，如今兴起的“短剧收割老年
人”，不过是互联网产品迭代之后，自
然出现的一条“细分赛道”而已。相较
于年轻人群体，老年人因为不熟悉智
能手机操作，更容易被骗取钱财。

短剧本来无罪，但不规范经营的
短剧难辞其咎，它们与前几段互联网
潮流里的“骗老年人经济”并无本质区
别。大自然厌恶真空，老年人需求的市
场空白总是有人来填补。让老年人更
容易上当的不仅仅是“理财”“养生”这
些形而下需求的缺失，还有精神文化
产品不够丰富、情感需求这类形而上
需求急需满足的问题，以至于不法业
者也可以乘虚而入，不想着先做好服
务而是先笃定要“收割”老年人。

坊间流传一句话：“互联网上的
老年人，如同三岁小儿怀揣黄金穿行
闹市，任谁都禁不住想要收割。”甚至
于部分老年人心甘情愿被这些粗粝
的互联网产品收割，也要满足情感需
求的“刚需”。如果子女想要让家中老
人不至于花这笔冤枉钱，一是要尽可
能地多陪伴老人、满足老人的情感需
求，二是教会老人更好地使用数字产
品，避免被坑被骗。

广电总局已于2023年11月开始
新一轮网络微短剧专项整治，短视频
平台也在加大对第三方微短剧小程序
广告投放和跳转的治理。而面对“老人
上网如同小儿怀揣黄金穿行闹市”的
情况，公权力出手打击“闹市”的非法
经营现象只是其一，子女多陪伴老人、
满足老人的精神与情感需求则是其
二，让闹市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多
管齐下，方是打击“骗老年人经济”的
可长可久之道。 （《快乐老人报》）

部分短剧部分短剧““精准围猎老年人精准围猎老年人””：：

子女要尽可能多陪伴老人子女要尽可能多陪伴老人

入冬后，不少人都觉得身上开
始不舒服：感冒来了、咳嗽来了、皮
肤痒了……应对这些小毛病，中医
有简单好用的小妙方。

冬季风寒，多喝热粥。冬季感
冒多由风寒引起，主要表现为发热、
畏寒、无汗等症状，多喝热粥有助于
发汗散热、祛风寒。而且感冒后，人
的肠胃消化系统不好，喝粥能促进
吸收。

冬季眼干，喝枸杞菊花茶。冬
季干燥，泪液蒸发较多，很容易出现
眼睛发干、发涩等症状。除了必要
时遵医嘱使用滴眼剂，还可以喝点
枸杞菊花茶（枸杞 10 克、菊花 5 克，
开水冲泡饮用）。

冬季瘙痒，干姜泥涂擦。冬季
干燥，容易引发皮肤瘙痒症。取老
生姜1块，捣烂如泥，以纱布包裹，涂
擦患处。每次 10 分钟~20 分钟，一
日1次~2次。

冬季脱发，来碗生发汤。冬季
养发需先养肝肾，黑芝麻、桑甚、核
桃、黑豆等都是养发佳品，推荐一款
黑豆生发汤（黑豆 100 克，枸杞 20
克，白糖少许，黑豆提前泡1小时，水
煮约40分钟，连汤带渣一同食用）。

冬季咽干，喝白萝卜汁。冬季
嗓子不适，总感觉干痒、多痰。此时
饮用生榨白萝卜汁对缓解咽喉不适
非常有效，可用新鲜的白萝卜榨汁
100毫升。

冬季干咳，吃蒸梨。一到冬天，
干咳的人就特别多，此时可以吃蒸
梨以润肺止咳。将梨去皮挖核后切
成滚刀块，放在蒸碗中，再加入少量
百合与适量冰糖，加些生水，入锅蒸
煮即可。

冬季便秘，按揉天枢。按揉天
枢穴可以缓解肠燥便秘。用三个手
指，中指为中心顺时针方向按揉，每
天50次~100次。

冬季手凉出汗，吃点牛羊肉。
冬天手脚冰凉，手心却一直出汗，可
能是阳气不足、虚寒。饮食上应多
吃些甘温益气的食物，如牛羊肉、猪
肚、核桃、桂圆、韭菜等。

（《大众卫生报》）

防治冬季常见病小妙方用起来

□刘晓敏

住养老院到底好不好？每
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生活
中，有些问题根本没有标准答
案，作为子女，最应该做的是，
倾听、理解，留“一只耳朵”给年
迈的父母。

2009年以来，李奶奶一直
过着独居生活。2021 年 8 月，
李奶奶因病瘫痪，长女大花之
女小芳将其送至医院就医并全
程陪护照看。

李奶奶康复后，她的 6 名
子女为她办理了出院手续，但
未做出进一步安排，李奶奶只
能继续独居。由于身体实在不
便，于是李奶奶选择住进了养
老院，子女们也随之开始拒绝
支付相关费用。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李奶奶决定通过法律手段
解决问题。她认为子女们未能履行赡养义务，遂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6人从2022年8月起每
人每月向其支付300元赡养费。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原告李奶奶在
老年公寓生活期间，6名被告自2022年8月起每
人每月支付原告李奶奶赡养费3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
七条第二款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
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
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更是强调和细化了赡养者需承担的
责任，包括物质供养、日常护理和精神照护，同时
需关注老年人的独特需求。这意味着，我们应该
关注到老年人在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需求，这
些需求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融合在物质供应和
日常护理当中。

在此案例中，我们看到李奶奶年迈患病，行动
不便，因此要依赖他人照看。尽管6名子女在法庭
上都表达了愿意在家中轮流照顾母亲的愿望，但是
李奶奶却真心希望能在老年公寓度过晚年时光。

面对这样的“对立”，法官通过实地考察，确认
原告李奶奶在老年公寓生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是其在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需求，因此决定尊
重她的个人意愿。

最终判决结果是，在李奶奶居住老年公寓期
间，每位子女需每月支付300元赡养母亲。经过
法官的调和，子女们最终理解了法院的判决，认同
了这个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社会养老行业给予极
大的政策支持。国家曾多次公布相关法规文件，
推动养老服务业朝着健康方向发展，例如合理规
范养老服务机构的建立、发展及运营方式。这些
都为提高老年人基本生活水平、医疗保障、休闲娱
乐、老有所为等创造了条件。

有些子女害怕老人住养老院会被世人误解为
家里没人照顾、不负责。事实上，这种担忧完全多
余。

如今，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对于“孝道”这个词
已经有了新的理解和践行途径。对于实在不能亲
自照顾父母的子女，其实还有其他方式来赡养老
年人。例如，老年人选择住在老年公寓。在老年
公寓里，老年人不仅能得到周全的照料与治疗，并
且环境相对稳定，不会有较大的搬迁变化，能更好
地满足老年人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需求。

此外，子女仍能在周末或节假日将父母接回
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从而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爱
老的传统美德。

温馨提示

心理学教授张怡筠认为，21世纪的养老更多
应该是“情绪养老”，子女的孝顺应建立在让父母
开心的基础上，而非实现你的“心安理得”。

如果父母觉得在家开心，那子女就应自己照
顾父母；如果父母觉得去养老院可以和同龄人一
起打牌、唱歌更开心，那就应该尊重他们的想法。

（《智慧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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