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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年近七旬的李大爷因为最近新买了一部智能手

机而犯了难：新手机能设置“老年人模式”，屏幕上的

字号变大了，看起来眼睛轻松了不少，可屏幕上的一

大堆App让他无所适从，哪些是自己会用到的，要用到

的那些App里又可能暗藏哪些陷阱？

  面对智能手机，像李大爷一样心存困惑的老年人

还有不少。根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中老年群体网民规模增速最快，截至今年6月，

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28%。

  为了有效解决互联网“适老化”问题，工业和信息

化部多次出台相关通知，要求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困难、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为

中老年网民融入互联网生活、共享互联网红利创造便

利条件。

  政策引导之下，很多手机厂商、App等纷纷推出

“老年人模式”。这一模式的实际使用效果如何，是否

能够满足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

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字号图标变大

深受老人喜爱

  家住上海的孙大爷使用老人机已有五六年时间，

去年刚得了一个外孙，老人开心得不得了，总是嚷嚷

着要去外地看望外孙，但受疫情影响出行不便。怎么

办？女儿给他想了个办法，一周两次视频通话。

  为了看外孙，孙大爷舍弃了没有视频功能的老人

机，去手机售卖店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大爷您看，给

您设置了关怀模式，现在屏幕上的字号大了不少，您

试试能不能看清？”售货员贴心地帮他把手机设置了

“关怀模式”，并告诉他哪些软件在哪一个文件夹内。

  所谓“关怀模式”，是指手机厂商推出的“老年人

模式”，又称“简洁模式”，手机开启这一模式后会自动

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优化适配。比如，手机屏幕上的

界面会更加简洁；App寻找会更加直接。

  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移动终端适老化

技术要求》《移动终端适老化测试方法》《智能电视适

老化设计技术要求》三项标准，侧重于解决老年人使

用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困难。比如，让视力功能减弱的老年人方便查看的大

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文字，以及让听力减弱的老年

人方便使用的音频控制系统等。

  孙大爷在“老年化模式”下使用智能手机一段时

间后发现，“这个手机很智能，我看过几次戏剧方面的

文章，就经常给我推送相关方面的内容”。

  记者近日在天津、上海、江苏随机采访了多位老

年人，他们均反映以前的老人机多半只能用来接听电

话，但现在他们有视频通话和浏览短视频等需求，智

能手机可以设置“老年人模式”，既能满足他们使用智

能化产品的需求，又能让他们“接受起来不太累”。

  “‘老年人模式’下，字号和图标都变大了，而且界面简洁便于老年人查找，卸

载、添加应用也更加方便，推送的内容一般都是老年人爱看的。”孙大爷称赞道。

广告未被屏蔽

方言不能识别

  不过，虽然“老年人模式”给老年人群体带来了诸多方便，但一些老年人在

使用过程中仍然遇到不少困难。

  李大爷清晰地记得，他在购买手机时，售货员告诉他“可以说话唤醒智能语

音，想找什么软件直接和手机说话就行”。可是这个功能如今成了李大爷心里的一

个堵点：他喜欢尝试新事物，经常试着使用语音功能，但几乎没有一次成功过。

  “后来售货员告诉我，因为我说的不是标准普通话，智能手机识别不了就不

能打开语音功能。”李大爷感觉又气又好笑，“智能手机难道这么不智能吗？”

  此外，李大爷发现，手机上捆绑的非必要App数量太多了，这些App每天在

通知栏中发布各种提醒信息，“通知栏都被占满了，很多时候很难分辨到底哪些

是真实有用的信息”。

  同样为手机屏幕上一堆App犯愁的还有家住江苏苏州的李大妈。前不久，女

儿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并调成“老年人模式”，还没等她开心几天，就遇到问

题了——— 这个App不知道怎么用，那个App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用起来很不

方便。

  “孩子们说要和我视频通话，这才买了一部新手机。结果满屏幕的小红点

（App未读信息），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李大妈说。

  记者在不同的手机中开启“老年人模式”进行体验发现，一些手机只是把

App按照拼音首字母进行排序，界面杂乱不堪；在打电话一项中，一些手机厂商

并没有快捷拨号选项，也不能通过拨号界面输入数字进行快速检索；在智能语

音过程中，一些手机无法打开健康码，一些手机无法呼叫电话号码；还有一些垃

圾信息或者广告信息等不能及时被屏蔽掉。

  李大爷提到的智能语音识别问题，在采访中，也有专家提出，从目前智能手

机本身的设计来看，智能语音对于方言的识别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很多老年人

不能很好地使用普通话，在语言上方言的输入偏差是各个手机厂商没能解决的

问题。

  除了智能手机外，App的“老年人模式”表现又如何？

  记者下载了目前老年人使用较多的App，打开其“老年人模式”发现，有的

App虽然字体变大，界面变简洁，但没有顶住“金钱的诱惑”，App里仍然充斥着

做任务、领现金等广告，老年人很容易一不小心就点击进入或下载。

结合老人需求

优化“适老化”

  实际上，为了解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使用互联网等智能技术时遇到的困

难，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1年1月起进行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

碍改造专项行动”。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一些App纷纷进行了探索。比如，有的短视频平台

主要从产品设计、内容建设和用户服务等方面进行“适老化”优化，优先解决老

年用户看不清、不会用问题；同时升级时间提醒和管理功能，帮助老年用户进行

时间管理；在内容安全上，强化涉老内容审核标准、提升潜在风险私信预警响应

等级、严厉打击违法广告，努力为老年用户打造安全的内容环境；有的平台则从

便利性入手，除了将字号变大外，还提高了文字和图标颜色与背景的亮度对比

值，增大按钮和文字连接的点击响应区域……

  此前有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帮助老年人群体更好使用智能技

术及应用，关键是解决互联网应用“不好用”“选择少”“不会用”的问题。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也一致认为，应用App的“适老化”优化，不能仅仅提高

老年人在视觉效果上的感受，更应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对症下药。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建议：首先，政府、互联网

企业、社区等应当对老年人如何安全、快捷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模式”进行

教育培训；其次，在政府指导下，各大平台共同建立“老年人模式”互联互通的生

态网络，便利老年人生活；再次，企业应切实履行平台责任，不断完善“老年人模

式”，使之适应老年人的身心特点。

  “‘老年人模式’不能只关注模式本身，更应该关注其内容、运行方式、程序

设计代码等方面。‘老年人模式’并不是说要杜绝一切广告，而是要有有利于老

年人的服务，并在功能上做一些完善和提升。”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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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郄建荣 文/图

  近1800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1000多

条内河涌。出人意料，水资源如此丰沛的广

东省中山市却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水污染包

袱。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中山市不堪水污染

重负？从今年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对广东省进行的第二

轮督察中不难找到答案。

  今年9月，督察组副组长、生态环境部

副部长翟青带队到中山市下沉督察，督察

组走过的河涌几乎条条黑臭。10月26日，督

察组在公开通报这起典型案例时指出，监

测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山市1028条

内河涌中，近半数未达到水质目标，属于

劣Ⅴ类。

  或许是面临的水污染治理压力过大，

《法治日报》记者在随督察组下沉督察时看

到，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竟然当着督察组的

面，动用5台大型吸污车抽取沙边涌里的黑

臭污水。

  在督察组看来，“中山市有关部门和镇

街对水污染治理推进落实不力”是中山市

水污染防治陷入被动的关键原因。广东省

政府有关负责人则明确要求，中山市“不能

把历史问题再留给历史”。

半数河涌为劣Ⅴ类

有些水体严重黑臭

  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市，既是冲积

平原又是岭南水乡，辖区内河网密布，老百

姓多是依河而居。

  9月8日一早，翟青带队的督察组来到中

山市大涌镇，查看青岗涌的水质。尽管前期

排查已经发现中山市水污染防治短板明

显，但眼前墨汁色的河水还是令督察组多

多少少有些意外。顶着烈日，督察组从青岗

涌来到同样位于大涌镇的基伟涌，又是一

条黑臭水体。家门口正对着基伟涌的一户

人家告诉督察组，她们在这条河边已经住

了8年之久，河水一直很臭。

  在火炬开发区，督察组沿着沙边涌的

一侧走了100多米，不仅河水黑臭，而且周

边垃圾遍地。此后，督察组又查看了濠头

涌、白庙涌等多条河涌。从大涌镇的青岗

涌、基伟涌到火炬开发区的沙边涌、濠头

涌、白庙涌，“酱油色、臭味明显，几乎没有

一条好水”。

  一位督察人员指出，这些河涌无论从

嗅觉还是视觉来说，都到了说不过去的

程度。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中山市火炬开

发区完全不回避督察组。9月8日下午，当督

察组到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现场检查时，5辆

大型吸污车正在从沙边涌里抽取已经发黑

发臭的污水。

  记者在现场看到，5辆大型吸污车在

沙边涌马路边排成一排，吸污车巨大的轰

鸣声引来路人不停地观望。现场施工人员

告诉督察组，属于小隐涌流域的沙边涌接

纳了大量直排生活污水。目前，他们受中

山市火炬开发区委托，正在对沙边涌进行

治理。

  督察组通过现场调查发现，中山市中

心城区和大涌镇等8个镇街的水体整治工

作涉及158条内河涌。按照计划，2020年12月

前，这158条河滩应该完成整治，但到2020年

12月仅16条河涌完成整治。截至今年9月督

察组进驻期间，134条河涌仍在整治，8条尚

未进场施工。显然，中山市中心城区和大涌

镇等8个镇街的治污计划大部分落空。

  不仅如此，截至第二轮督察进驻期间，

中山市其他16个镇街（含开发区）需要整治

的938条河涌，只有127条进场施工，占比仅

为13.5%。其中，小隐涌流域综合整治工程早

在2018年8月就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同意立项

建设，但督察组进驻时仅完成勘察工作，流

域内30条主要河涌中仍有24条为劣Ⅴ类，有

些河涌已到严重黑臭程度。

  “中山市面积1784平方公里，下辖23个

镇街和1个国家级开发区，管理人口近600

万，境内水系众多、河网密布，分布着1000多

条内河涌。”督察组透露，今年1月至7月，中

山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仅为45%，每天大

量污水直排。2021年第二季度，中山市开展

监测的1028条内河涌中，劣Ⅴ类内河涌达到

459条，占比44.6%；划定了水环境功能区的

254条内河涌中，未达到水质目标的126条，

占比49.6%。

污水收集管网缺失

导致清水进清水出

  督察组通过在中山市的现场检查、调

研发现，中山市污水收集管网建设缓慢是

造成中山市生活污水直排的重要原因

之一。

  据中山市测算，全市生活污水收集管

网缺口高达1575公里。其中，火炬开发区、东

凤镇、坦洲镇和三乡镇生活污水管网缺口

分别达到282公里、131公里、144公里和134公

里。一方面，污水收集管网缺口巨大；另一

方面，由于维护管理不及时，污水管网淤

塞、破损、错接、漏接又非常严重。

  督察组在中山市下沉督察期间，除了

查看多条河涌的水质情况外，还专门到中

山市污水处理厂调查。督察组调查发现，由

于污水收集管网严重缺失，一些污水处理

厂不仅“吃不饱”，而且还有污水处理厂存

在“清水进清水出”现象。

  督察组指出，中山市污水处理厂运行

负荷和进水浓度“双低”现象普遍存在。

  据督察组调查，2021年上半年，中山市

22家生活污水处理厂中有7家运行负荷低于

60%，9家进水化学需氧量浓度低于120毫克/

升，10家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低于60毫克/

升，远低于设计进水浓度。

  “进水浓度低于60毫克/升，实际上进

的就跟清水差不多。”督察组一位成员告

诉记者，如此低浓度的“废水”进入污水处

理 厂 后 ，几 乎 不 用 处 理 就 可 以 达 标 排

放了。

  在中山市，一些污水处理厂的有关负

责人向督察组交底说：“由于进水浓度太

低，担心水厂里的菌种死亡，污水处理厂不

得不外买碳源。”

  “何为‘碳源’，就是污水处理厂活性

污泥中微生物的食物，生活污水里的有机

物含有这些物质。但由于雨污不分，进水

浓度低，就需要额外补充甲醇、醋酸等碳

源作为微生物的食物。”上述督察人员向

记者介绍说，按照要求，在雨污分流情况

下，如是正常收集，污水处理厂的进水化

学需氧量浓度应该在200毫克/升左右。如

果远远低于这个浓度，污水处理厂处理污

水的活性菌种就会死亡。为了保证菌种不

死，清水进的水厂必须要购买“碳源”给菌

种补充营养。

  督察组现场随机抽查发现，中山市多

条内河涌污染严重，沿河多个排污口污水

直排入河。其中，大涌镇青岗涌、沙溪镇土

瓜涌和火炬开发区白庙涌、沙边涌、三涌5

条河涌水体呈现黑臭。监测显示，这些河涌

的氨氮浓度介于9.49至27.3毫克/升，最高超

地表水Ⅲ类标准26.3倍。

  其中，沙溪镇长期从朗心四渠采取末

端截污方式抽取污水至污水处理厂处理，

朗心四渠成了“纳污管”，水体重度黑臭，督

察组现场调查时异味扑鼻。据督察组介绍，

2020年6月以来，沙溪镇虽然开展排污口封

堵和管网建设等工作，但管网排水能力依

然不足，在用水高峰时大量污水溢流，朗心

四渠水质仍明显黑臭。

治理重计划轻落实

措施不力成效不稳

  如果说中山市对水污染治理不重视，

显然片面。那么，造成中山市水污染治理严

重滞后的原因到底在哪呢？从督察组多次

暗访及现场调查来看，问题的症结在于“重

计划轻落实”。

  据督察组介绍，早在2018年7月中山市

第38次政府常务会议就提出，要全力推进黑

臭（未达标）水体整治工作，确保所有项目

在2018年1月底全面进入实施阶段。2018年8

月中山市委第83次常委会议又提出，要确保

实现2020年基本消除中心城区黑臭水体和

各镇区劣Ⅴ类水体目标。

  然而，督察组现场督察却发现，2018年

下半年至2020年上半年，中山市治水工作推

进缓慢，直至2020年下半年才把治水摆上重

要位置，开展部署，推进落实。

  同时，由于措施不力，部分完成黑臭水

体整治工程的河涌治理成效不稳定。据督

察组介绍，今年7月，督察组前期暗查发现，

2020年6月已经完成黑臭水体整治工程的石

岐街道大滘涌、莲兴涌水体呈黑色，有明显

异味，莲兴涌明暗渠交界处氨氮浓度高达

18.6毫克/升，属于重度黑臭。今年9月，督察

组现场查出，大滘涌、莲兴涌依靠涨落潮水

体交换和从石岐河补水才能实现水质感观

改善。

  “涨潮时河水好看，退潮时没法看。”

督察组指出，类似大滘涌、莲兴涌的问题在

中山市非常突出。

  中山市是我国最早启动改革开放的城

市之一，与东莞市、南海市（今佛山市南海

区）和顺德市（今佛山市顺德区）一起，被称

为“广东四小虎”。

  虽然中山市经济上属于“广东四小

虎”，但是，“城市污水管网建设远远低于广

东省的平均水平”。翟青指出，中山市水污

染治理短板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中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告诉督

察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山市重发展轻保

护，重利用轻修复，产业低端，发展粗放，环

境污染问题明显。这位负责人坦陈，近40年

来，中山市生活污水直排入河问题十分突

出，水体污染日渐凸显。中山市水污染治理

欠账明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环保历史包

袱沉重。

  对此，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明确提

出，中山市“不能把历史问题再留给历史”，

再这样下去“对老百姓没法交代”。

  针对中山市水污染防治出现的问题，

督察组表示，中山市对水污染治理认识不

足，重视不够，谋划部署不力，压力传导不

足，工作迟缓；中山市有关部门和镇街对水

污染治理主动作为不够，推进落实不力，导

致治水工作被动，全市内河涌污染问题依

然严重。

  据督察组介绍，中山市治水不力问题

被督察组指出后，中山市迅速召开立行立

改工作会部署整改工作，对存在问题的河

涌开展攻坚行动。目前，河涌整治工作正在

稳步推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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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督察组的面现场抽取黑臭污水

  ● 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山市1028条内河涌中，

近半数未达到水质目标，属于劣Ⅴ类

  ● 在火炬开发区，督察组沿着沙边涌的一侧走了100多米，

不仅河水黑臭，而且周边垃圾遍地

  ● 由于污水收集管网严重缺失，一些污水处理厂不仅“吃

不饱”，而且还有污水处理厂存在“清水进清水出”现象。中山市

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和进水浓度“双低”现象普遍存在

  ● 中山市“重计划轻落实”，同时由于措施不力，部分完成

黑臭水体整治工程的河涌治理成效不稳定

记者随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下沉督察时目睹中山市治污“急眼”场景

  图为督察组在中山市下沉督察时看到的黑臭水体，里面有不少垃圾。

  图为督察组在中山市进行现场调查。

  图为大型吸污车正在抽取沙边涌

里的黑臭污水。

  图为中山市的一条内河涌，河水已

经黑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