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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磊

  “请问邻居朋友们，谁家有头

孢啊？能给匀个半盒儿吗？我爸高

烧不退，想给他吃点消炎药，家里

有其他药，就是没有头孢。”12月16

日晚，50多岁、家住北京市朝阳区某老小

区的张先芬（化名）在小区业主群里发了这

么一条消息。

  让张先芬没想到的是，虽然现在很多

人家里药品紧缺，但还是有多位邻居愿意

伸出援助之手。她和其中一位邻居加了微

信，两人约在两栋楼之间的空地见面拿药。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20年，以前跟这位邻居

并不认识。我要给她钱，她也不要。”说到

这，张先芬的眼眶有点湿润。

  当下，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不少人出

现了防疫药品短缺的问题。特别是一些

人出现发烧等症状，家里又没有药，自然

心急如焚。远亲不如近邻，像上述药品邻

里互助的事例，正在各地不断上演。爱心

接力，传递了温情，也坚定了人们战胜疫

情的信心。

  多位专家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

访时，都称赞了药品邻里互助这一现象，不

失为一个解决群众用药需求的好办法。同

时，专家提醒，药品邻里互助，要做好防护，

用药时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或引入医

药专业人员指导，确保用药安全。对于假借

药品邻里互助为名行违法卖药之实的，要

依法严厉打击。

邻里互助拉近关系

今日受惠明日奉献

  12月16日下午5点半左右，张先芬90岁

的老父亲突发高烧，吃了药也没有退烧。老

父亲身体不好，家里常备一些药物，包括退

烧药。久病成医，家人觉得老人可能肺里有

炎症，需要吃点头孢消炎，但家里恰好没有

头孢类抗菌药了。

  天已经黑透，气温也降到零摄氏度以

下，在张先芬看来，让行动不便的父亲去医

院并非最优选择，附近药店又买不到药，怎

么办？

  稍稍犹豫之后，她决定在小区业主群

里向邻居求助。很快，就有邻居@她，还配

发了一张头孢外包装图片，正是张先芬父

亲平时吃的那款药。

  拿到药，张先芬感动不已。

  实际上，这不是张先芬第一次接受邻

里帮助。

  今年11月28日，张先芬所在的居民楼

因为有阳性病例而被封控。居民楼共18

层，每层8户，楼里中老年人居多。社区为

了方便居民，专门建了一个微信联络群。

12月1日，社区给每家住户分发抗原检测

试剂，让居民自测后把结果上传至小程

序。张先芬不知道怎么上传，就在群里向

大家请教。一位邻居看到消息后，主动@

她并加微信，然后通过视频教会她上传

检测结果。

  病毒无情人有情，张先芬感到，疫情考

验下，邻里之间的关系被拉得更近了。“以

前相熟的邻居并不多，

绝大多数邻居并不认识，有时坐电梯碰见

也不说一句话。”

  张先芬也在积极帮助邻居。12月17日一

大早，有邻居在微信群里发信息：“请问还

有朋友出抗原吗？求购一支。”她看到后@

这位邻居说：“我给你两个吧，不要钱。我把

抗原放门口，你自己来拿。”接着，她用保鲜

袋装了两支抗原检测试剂挂在门外的把手

上，拍了照片并@邻居。

  “我有需要的时候，邻居们这么帮忙，

所以有邻居需要帮忙时，我也得积极相助，

大家一起渡过难关。”张先芬说，药品邻里

互助在业主群里每天都在发生，谁家孩子

发烧求泰诺林，谁家阳了求连花清瘟，谁家

需要检测求抗原检测试剂……

共享药解燃眉之急

爱心在家门口传递

  张先芬所在的小区业主群里，邻里之

间是自发进行药品互助。家住北京市朝阳

区另一个小区的居民韩松（化名）发现，她

们小区是社区居委会张罗邻里互助。

  12月13日，小区一位孕妇出现发热症

状，经过物理降温无效后，其丈夫联系社区

居委会寻求帮助。

  居委会负责人向身边人求药未果后，

第一时间在居民楼微信群里询问：“请问哪

位邻居家里有孕妇可服用的退烧药，求助

几粒。”

  居民们纷纷回复：“我家有”“我这也

有，能匀个四粒”……

  韩松是该小区业委会委员，她告诉记

者，最近一段时间，市面上连花清瘟等清热

解毒类药品、布洛芬等退热药以及抗原检

测试剂等防疫物资难买，社区居委会一方

面协调业委会、物业公司多方购买，一方面

倡议囤药的居民给邻居匀一点。

  这一倡议得到了居民们的积极响

应，只要有社区工作人员或居民在微信

群里发出求助信息，很快就有邻居回复

“我家有退烧药，你来拿吧”“我家还有抗

原，匀你两个”。

  甚至有居民主动分享家中富余的药

品：“我还有退热、止咳、治咽痛咽干的药，

需要的可以找我。”“我有多的感康、布洛

芬、连花清瘟胶囊，如果有比较严重症状又

买不到药的可以@我，无偿的。”

  谈起张罗药品邻里互助的初衷，韩松

说：“3年都过来了，就当是站好疫情防控最

后一班岗。”

  梳理公开信息可以看到，药品邻里互

助，甚至同事互助、朋友圈互助现象在全国

各地都有上演。

  北京市丰台区在全区各社区、村发起

“邻里互助，雪中送炭”行动，鼓励邻里之间

无接触式药物共享，解决群众紧急用药

难题。

  广东省广州市各大社区居民群里，社

区居民伸出援助之手，退烧药、N95口罩等

在邻里之间“无接触”共享。江苏省南京市

多个社区开展“邻里互助”行动，在居民群

中搭建药物共享平台，满足部分群众用药

需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陈秋霖看来，这种药品短缺是暂

时的、短期的，同时也与此前部分群众囤药

有关，有的人买太多了，有的人什么也没买

到，因此，在社区邻居之间倡议药品互助调

剂，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据陈秋霖观察，这种药品共享不仅发

生在邻里之间，还有同事互助、朋友圈互

助、亲戚互助，一定程度解决了群众用药

需要。

  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

主任邓勇同样认为药品紧缺是暂时现象，

有民众和单位大量贮备和囤积防疫药物，

而有些发病的患者急需用药却没有足够

的储备药物，也难以在药店购得，在这种

情况下，街坊邻居的药物共享缓解患者急

需用药的燃眉之急，有助于患者尽快恢复

健康。

  “这样的邻里共享模式体现了基层社

会治理的优势，让爱心第一时间在家门口

传递，让有限的药品资源发挥最大作用，也

体现了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友爱团结的精

神。”邓勇说。

用药安全不能忽视

打击违法卖药行为

  “谁家有富余的泰诺林，能转我点吗？

家里孩子发烧了。”12月15日晚上8点多，北

京市民孙晓洁（化名）所在小区的业主群里

有人问。

  孙晓洁回复说她有。孙晓洁是一名药

师，在一家药店工作，特别关注用药安全，

她把药品使用说明拍下来发给对方，叮嘱

其严格按要求用药，然后用保鲜袋装好药

品，放到电梯间旁边的消防栓外壳上，并@

邻居“拿走吧，不用钱”。

  韩松注意到，邻居们共享药品时，自发

形成无接触式送药，“我放窗台上了哈”“我

放我家门口了”“挂门把手上了”……

  “药品邻里互助，通过社交软件约好指

定位置，错开时间放药、拿药，尽量减少接

触。居民拿到药物后应进行消杀，形成‘无

接触易物’的互帮互助模式。街道和社区还

可以号召退休医务工作者积极参

与社区志愿服务，开展多种形式的爱邻互

助服务行动。”邓勇说。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

师姚淮芳呼吁：一方面要鼓励药品邻里互

助、药品共享，另一方面也要提醒居民采用

无接触式送药、取药，以防接触感染。

  此外，专家们一致认为，药品邻里互助

不能忽视用药安全问题。

  姚淮芳提醒说，居民大多是自己家

有什么药就支援什么药，可能会忽视用

药安全问题，建议有需要的居民用药前

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了解药物的适应

证和禁忌证，药物的剂量、服用方法，特

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和年幼的儿童更

要谨慎用药。

  陈秋霖认为，药品邻里互助最好仅限

于非处方药，对于处方药还是要慎重，社区

可以协调家庭医生团队或医疗专业人员加

入社交群，以更好指导居民安全用药。

  在邓勇看来，社区邀请医疗专业人员

给居民讲解药品使用注意事项，或通过业

主群及公众号文章等方式向居民科普如何

用药，有助于确保用药安全；居民如身体不

适应及时问诊，寻求专业救治。

  “我们倡导理性、适量、按需购买日常

急需药品，不盲目地大量储备和长期囤积

防疫药品，面对网上各式各样的‘囤药清

单’，请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切勿盲目跟

风囤药。”邓勇呼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药品邻里互助是免费送或原价出，但也

有个别的加价现象，比如一支抗原检测试

剂加价5元。

  对此，邓勇认为，特殊时期，将自己的

药品免费送或原价出，实现互帮互助，是和

谐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值得

提倡和赞扬。在药物紧缺时，将自家药物让

与他人，在交易数额不大、交易次数也十分

有限的情况下，适当收取辛苦费、跑腿费无

可厚非，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药品交易次数频繁，交易额

也较大，则有借互助之名行出售药品之

实的嫌疑。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经营作出

了明确规定，如果售卖者不具备法律规

定的条件而销售药品，属于无证销售药

品行为，涉嫌违法，将依法予以查处。”邓

勇提醒说。

  姚淮芳说，如果假借邻里互助，实际出

售药品、抗原检测试剂，属于营利性质，又

没有经过市场监管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许可，这种情况必须杜绝，对于销售量

大、有危及健康不良后果的应依法严厉

查处。

药品邻里互助传递人间真情
专家提醒：做好防护确保用药安全

□ 本报记者 万静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飞速发

展，智能手机、移动网络等已经渗

透进每个人的生活点滴。老龄化

社会程度不断加深，中老年群体

如何能用、易用各种App，也成为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同时

也给政府监管部门带来各种管理

难题和挑战。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适老化App消费监督评测项目

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

显示，虽然76.2%的被调查对象对

App适老化的现状整体持满意态

度，但是字体小、广告多、弹窗不

易关闭等问题，常常困扰这些“银

发网民”的手机使用舒适体验感；

同时近半数被调查的老年消费者

迫切需要国家和社会开发出更多

的老年人专用的App产品。

功能复杂无所适从

  智能手机“复杂”的功能和五

花八门的App软件，让现在很多

老年人无所适从。特别是疫情暴

发期间，健康码、移动支付、网上

挂号等技术应用更是成为每个人

的“家常便饭”，这些数字化应用

给年轻人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

却给很多老年人造成无可奈何的

困扰。

  面对无处不在的数字化应

用，如何帮助老年人群体跨越“数

字鸿沟”，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社会问题之一。

  为了同时从供给与需求两

端，全面了解老年消费者使用

App的现状和认知状态，中消协

此次问卷调查，聚焦社交通讯、餐

饮购物、导航出行等10个与老年

消费者（60岁以上）生活密切相关

的领域，从主流应用商店选取了

104款下载量大、老年用户较多且

受众年轻化倾向不明显的App产

品进行测评，得出以下结论：

  仅有76%的App产品符合适

老化改造的基本要求，其中79款

App达标率在75%及以上，20款

App达标率在60%至75%之间。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

难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推进移动互

联网应用（App）适老化改造。重点推动与老

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社区服

务、新闻媒体、社交通讯、生活购物等互联网

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然而中

消协的测评结果显示，仍然有24%的App产

品没有达到适老化改造的基本要求。

  App在可操作性方面适老化程度较高，

达标率整体达到92.6%；但是在便于老年人

理解方面却有很大提升空间，平均达标率仅

为66.6%。中消协建议一些App产品设计，应

该更贴合老年人在听觉、视觉、触觉以及思

维、认知方面的身心特点，在兼容性方面重

点提升改进。

  老年消费者对App的安全性隐私性保

护期待仍然较高，广告插件及诱导操作现象

尚未完全杜绝，适老化公益性与企业盈利的

矛盾仍未化解。

  App适老化成果宣传及推广力度可进

一步加强，部分App仍存在内嵌界面不方便

检索、适老版本信息不够突出，以及适老版

本App知晓度和实际使用率不高等情况。被

调查的四成App产品适老化停留在“点状”

推进阶段。40.3%的App产品既无老年人专用

版本，也无内嵌适老界面。

  老年消费者对医疗健康类、养老资讯类

App的期待最高。老年消费者能够接纳新鲜

事物，并不排斥手机网络等新鲜事物，为此

近半数被调查者明确表示需要老年人专用

App。同时，使用智能手机时，字体小、广告

多、弹窗不易关闭等问题也非常困扰老年消

费者。

广告弹窗诱导付款

  中消协报告指出，App广告插件及诱导

操作现象尚未杜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

融理财、社交通讯、影音娱乐、实用工具类等

App，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诱导下载或诱导付

款等情况。这给老年消费者使用手机App时

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

  2021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互联

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提出，提供适

老化服务的网页或独立的适老化网站，网页

中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也不能随机出

现广告或临时性的广告弹窗。提供适老化服

务的网页或独立的适老化网站中不能有诱

导下载、诱导付款等诱导式按键。

  然而中消协的测评结果显示，在所调查

的App产品中，81.7%的App在禁止广告插件

方面符合适老化要求，仍有近20%的App产

品不符合工信部要求；92.3%的App无诱导下

载或诱导付款情况，仍有近10%的App存在

有诱导下载或诱导付款的现象。为了应付规

定，部分App产品的诱导信息或诱导操作以

更加隐蔽的方式出现在其首页、二级界面或

搜索结果里，从而增加老年消费者误操作

风险。

  不要小看这些广告插件或各类诱导下

载按键，它们利用“银发网友”欠缺网络安全

知识的劣势，让他们在使用手机App过程中

深陷各种网络套路，从而遭受精神和财产的

重大损失。

  “老人在不明白的情况下

被误导手机投保”等成为常见

的投诉标题。某网络保险平台

在出行App、购物弹窗等渠道

投放了很多保险广告，用“领红

包”“首月仅1元”等噱头吸引众

多用户点击。很多不明就里的

老年人无意间点开后就会自动

办理一份保险，接下来每个月

自动扣费并且没有短信通知。

不少老年人手机账户稀里糊涂

地被扣掉很多钱。

  一些老年人常常点击写有

“内存不足”“病毒威胁”等信息

的弹窗，然后手机就被莫名其

妙地安装了好几个手机管家、

清理大师等各类App。

  下载注册“情感陪聊”主

题的App是某些不良商家诱

导老年消费者付费充值的主

要模式。这些老年消费者需要

不断充值现金或购买“鲜花礼

物”“金币”才能享受“无限畅

聊”功能。这种骗人的把戏给

很多老年人带来了不小的精

神困扰。

  202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

研究报告显示，17.25%的被访

老年人有在网络中受骗的经

历；其中，超四成老年人曾因保

健品被骗，近四成老年人因免

费领红包被骗。

  很多成年子女为避免家里

老年人上当受骗，干脆就取消

或不开通手机付费功能，或者

不绑定银行卡。然而这样又严

重影响了老年人使用手机的生

活便捷功能。

  对此，中消协提出要强化

App个人隐私及财务信息的风

险监管。

  针对老年消费者群体风险

识别挑战因素多等问题，中消

协建议以个人信息保护和财务

信息风险监管为核心，提升

App的安全性。App开发者和

App下载平台应当履行信息内

容管理主体责任，积极配合国

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建

立健全信息内容安全管理、数

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老年人权益保护等

管理制度。加强App安装和使用全过程的安

全监管，App适老界面或适老版本应禁止广

告弹窗及诱导点击、诱导支付情况出现，

App通用界面和通用版本的广告弹窗应易

于关闭，支付环节和个人信息获取环节应加

强告知与风险提示，并提供撤回操作的自助

或人工服务，防止老年人落入消费陷阱。

加快App适老化进程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1年度国家

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的14.2%。另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亿，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

1.19亿。但由于身体、心理等方面的变化，不

少老年人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

出行、就医、消费等日常生活中遇到种种不

便，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生活

便利。

  App适老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

要举措。《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金融

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购物平台等优

化用户注册、银行卡绑定和支付流程，打造

大字版、语音版、民族语言版、简洁版等适老

手机银行App，提升手机银行产品的易用性

和安全性，便利老年人进行网上购物、订餐、

家政、生活缴费等日常消费。平台企业要提

供技术措施，保障老年人网上支付安全。推

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适老化改造，使其具

备大屏幕、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容量、操

作简单等更多方便老年人使用的特点。

  工信部于2021年1月起实行“互联网应

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首批推

动对8大类115家网站、6大类43个App进行适

老化及无障碍改造。据了解，目前已累计有

648家网站和App通过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和测评。

  中消协提出，要营造“想上网、能上网、

会上网、敢上网”的氛围，以需求为导向加快

重点领域App适老化进程。

  中消协此次调查发现，从供给端看，社

交通讯、时事新闻、实用工具类App对老年

消费者的触达程度较高；而从需求端看，老

年消费者更加期待适合该群体使用的医疗

健康、养老资讯、生活缴费、社区服务等领域

的App。

  为此，中消协建议以需求为导向加快重

点行业App适老化进程。比如医疗健康方

面，通过简化操作流程、加强操作引导等手

段，方便老年消费者网上挂号、问诊、健康管

理。养老资讯方面，通过简化界面、剔除无关

信息等方式，增强信息推送的精准性。生活

缴费方面，通过“一键操作”、语音辅助等方

式，帮助老年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办理日常

缴费业务。社区服务方面，在联通社区养老

服务资源的前提下，通过“一键呼叫”、紧急

呼叫等方式，为老年消费者提供及时的社区

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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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家有”“我这也有，

能匀个四粒”……当下，疫情

形势严峻复杂，不少人出现了

防疫药品短缺的问题，面对用

药需求，邻里纷纷伸出援助之

手，爱心接力，传递了温情

  ● 这样的邻里共享模式

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势，

让爱心第一时间在家门口传

递，让有限的药品资源发挥最

大作用，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互

帮互助、友爱团结的精神

  ● 药品邻里互助，要做

好防护，用药时要仔细阅读药

品说明书，或引入医药专业人

员指导，确保用药安全。对于

假借药品邻里互助为名行违

法卖药之实的，要依法严厉

打击

《互助》 漫画/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