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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镇关工委：用爱心构筑网吧“防火墙”
如今，网吧已不是一个新生事物，通过网吧上网既

可丰富知识，又可愉悦身心。但由于青少年缺乏自制力，
到网吧上网缺乏有效监督，往往容易沉湎其中不能自
拔，甚至被不良信息腐蚀灵魂。高邮镇关工委从 2004
年开始就组织“五老”义务监督网吧。13年来，“五老”们
苦苦坚守，用钉钉子精神筑成了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火
墙”。目前，高邮镇未成年人进网吧基本杜绝，25家网吧
业主依法经营的意识不断增强，管理制度更加完善，经
营环境也越来越好。在我市“四城同创”工作接受上级部
门验收期间，高邮镇的网吧管理无论是明查还是暗访，
都获得了满分。

高邮镇关工委自建立“五老”网吧义务监督员队伍
以来，前后经过三次调整，至去年定型为一个中心组，由
镇关工委副主任夏殿朝具体分管并任组长，另有 9名

“五老”为成员。中心组下设五个督查小组，共 35人，每
组都设正副组长。在实际工作中，镇关工委将全镇 25个
网吧按照就近监管的原则分配到 5个小组，实行组长负
责制；对因年龄或身体等原因不能担责的“五老”及时予
以调整，以确保义务监督正常进行“不掉链”。

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高邮镇关工委不断完善相关
管理办法，每次完善后都将其打印好，所有“五老”监督
员人手一份，在日常工作中严格遵照执行。这些制度包
括：坚持做好“1、2、3”义务监督巡查，即每周查 1次，三
天假期和寒暑假每周查 2次，五天假期以上查 3次；坚

持每月 23号上午召开一次碰头会，由组长汇报当月督
查情况，写好工作月报，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坚持每个季
度由中心组成员组织一次互查或巡查，全面掌握城区网
吧管理动态，以便及时调整工作策略；坚持每半年召开
一次督查员与业主交流会，沟通思想，消除对立，增加共
识；坚持年终总结测评，写好全年工作总结，召开一次总
结会，评比表彰，由镇财政拨款以奖代补；遇有特殊情
况，坚持全天候巡查，对重点网吧、重点时段做到“严看
死守”，确保万无一失。

关工委中心组 9位同志绝大部分都是七十岁以上的
老人，尽管他们年事已高，行动有诸多不便，但他们依然
带领监督员不停地在 25个网吧之间转悠，为净化网吧这
一文化市场尽责尽力。五个督查小组中，顾鹤荣、葛志磐、
孙以炎等都是近 80岁高龄，不管是酷暑严寒，还是刮风
下雨，甚至有时疾病缠身，他们都坚守各自岗位。一组组
长宋跃林腿骨折后有伤痛，仍坚持带头参加本组网吧监
管工作。三组的戴尔荣前年身患脑梗出院后，不能骑自行
车，每次督查都是徒步前行，从未间断。四组组长杨大国、
高庆安两同志经常带病坚持监督网吧，因他们所负责监
督的网吧个数较多，分布范围较广，一次检查不过来，每
周六、周日要分两次进行督查，但他们乐此不疲，毫无怨
言。五组组长孙以炎分管的三个网吧都在城乡结合部，每
次督查骑电动车都要花上两个多小时。据不完全统计，仅
去年，高邮镇的“五老”监督员就到网吧明查 342次、暗访

143次，分别比上年增加 79次、30次。
杜绝未成年人进网吧，这在客观上会影响网吧的业

务收入，业主一般都有抵触情绪。少数业主甚至对“五
老”义务监督员恶言相向，极个别的还威胁恐吓。有的网
吧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监督员来了，未成年人就
走；监督员走了，未成年人又来。如何做到既监督好网
吧，不让未成年进入，又能融洽与网吧业主的关系？围绕
这个难题，“五老”们想尽设法，终于摸索出一条“人性化
监督、服务型管理”的新路子。在严格检查监督的同时，

“五老”们特别注重与网吧业主交流沟通，发现问题、将
心比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每半年召开一次网吧业主
交流会，请文化主管部门牵头，“五老”义务监督员参加，
交流做法、取长补短。这样，“五老”监督员与网吧业主的
关系从过去的紧张对立逐步走向和谐相处。

现在，“五老”们顶酷暑去检查时，业主都能主动拿
出冰镇水给他们解渴；冬季天冷，业主还给“五老”们倒
上一杯开水。更可喜的是，每年都有业主为贫困学子慷
慨解囊献爱心。去年初，“金长城”“心语”等网吧共拿出
5000元资助 3名小学特困生。镇网吧协会会长阚荣已
连续三年共拿出 4000元资助特困生。“咚巴拉”业主林
文建是浙江人，2009年开始连续三年捐出 11000元资
助 1名特困大学生完成学业,直至将他送上教师岗位，
近几年每年又捐出 1000元资助特困生。

通讯员 居述庆

老人离移动支付有多远？
随着“互联网 +”概念的推广，移动互

联网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网上理财、网
上购物、手机支付等，让生活越来越便捷。
但对于广大老年人来说，注册网银、使用
U盾、连接 WIFI、绑定银行卡仍然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老年人去银行取
钱要排队，买车票要排队，甚至缴个水电
费、充个话费都需要等待 20分钟甚至更
长的时间。在线支付如此便捷的今天，我
们身边的“银发族”距离“支付宝”到底还
有多远？

老人在网银面前“败下阵来”

每次定期存款到期日，家住水部楼
社区 63岁的陈奶奶就会早早出门，揣
着存折，赶在 8点前来到蝶园路上的银
行门口排队。陈奶奶发现前来排队的年
轻人越来越少，排在队伍前的多是像她
一样的“银发族”。

“听说现在年轻人都在网上购买理财
产品，用网银来操作存款。但在网上操作
购买理财产品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老年
人还是得来银行办理手续才觉得踏实放
心。”陈奶奶告诉记者，有时家里有事来
晚了，排队的人多了，要等上一个多小
时，这让她偶尔也会羡慕能够网上理财
的年轻人。

“老年客户别说网上理财了，很多人连
银行卡都没有，ATM机也不会用。有时柜
台前排队的有几十号人，其中大多是前来
办理小额存取款业务的老年人，这些业务
年轻人基本都可以在 ATM 机上自行处
理。”市区建行某支行的一位经理说。

“现在银行基本都开通了电费代缴业
务，市民只需到银行柜面办理开通手
续，银行可每月自动代扣代缴，十分方
便快捷。但很多老年人依然愿意排队等
候很长时间来缴纳几十元的水电费，费
时费力也不方便。”某缴费窗口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前不久，有位 70多岁的老
人来到柜台排队缴费，工作人员查询发
现他并未欠费，也不用缴费。老人有些
耳背，工作人员大声解释了多次，他仍
不太理解，直到旁边的老人凑在他耳边
说了两遍，他才明白过来。最后工作人
员提醒他过了当月 15日再来查询缴
费，老人将“15日后再来”念了好几遍，
才缓步离开。

微信红包只能看不能用

虽然手机支付已十分普遍，出门打
车、买电影票、超市购物都可以通过手机
支付，并可享受不同优惠。可是对于“触网
不深”的老年人来说，“支付宝”对他们来
说还是很陌生。

家住陆宇中央郡的唐女士就是其中
之一。她说，去年老伴充话费拿回来一部
触屏的智能手机给她用，她自己摸索了
一段时间后，可以打开一些资讯类的应
用看看新闻。之后，儿媳帮她安装微信注
册了微信账号，但因为不会打字，只好用
语音和亲戚朋友聊聊天。不久前，孙子给
她发了个大红包，让她平时买东西用，她

“研究”了好几天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后
来还是儿媳告诉她，可以安装淘宝、京东
这些软件进行网购，要在使用时设置各
种密码，她自己试了半天还是没弄明白。
平时孩子们工作又忙，唐女士也不愿意
为了这点小事麻烦他们，干脆当做春节
红包，让孙子又转了回去，才了却了一桩
心事。

对上网心存恐惧

记者在公园、社区采访了解到，大部分
老人用的手机都是市场上卖的“老人机”，
并无接入网络功能。其中 70岁以上老人的
视力、听力都下降了，手指也不甚灵活，他
们对使用智能手机都没有太大热情。

70多岁的刘爷爷在接受采访时说，
由于没学过拼音，不会使用输入法，除
了打电话，其他手机功能他一概不懂。
另外，记性差也是老年人使用这些电子
产品的一大障碍。刘爷爷和他老伴就曾
闹过笑话：两个人在打完电话后忘记了
挂电话，让电话一直处于通话状态长达
几个小时，闹得两人哭笑不得。

记者还发现，像滴滴打车、淘宝、海淘、
京东等软件的使用一般都要与移动支付挂
钩，但绝大多数老人“触网”最多的还是打
电话、发微信，谈及网络购物、网络支付、手
机银行等涉及财务功能的 APP，几乎所有
老人都摇头。

65岁的范大爷在一家银行做保安，
平时喜欢用手机聊聊微信，刷刷朋友圈，
算是接触网络比较早的。但对线上支付，

也一直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告诉
记者，以前晚上值班，偶尔用手机看看新
闻，有一次他看新闻时偶然打开了一条
在线视频，就随便翻看了几个。没想到，
第二天手机就停机了，去营业厅查询才
发现，欠了 100多元话费，都是因为使用
在线流量扣的费用。

范大爷说，女儿帮他订了每月 1个 G
的流量包，原以为足够使用。但由于对手
机软件不太熟悉，有些应用一直在后台消
耗流量，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关闭。女儿也
不能常常帮他检查，教的方法他也总是记
不住，在又一次超流量被扣话费后，他索
性关闭了移动数据。他说，女儿也抽空教
了他怎么网购，对于年轻人很容易的这些
技能，对于他来说却没那么简单，自己也
不想总是麻烦女儿，还是觉得使用现金购
买商品更为可靠。

教还是不教都是难题

在线支付如此便捷，还有那么多老年
人不会用，宁可舍近求远去排队，子女们是
否该教教他们？

在市民张先生看来，子女们的“不耐
烦”其实也是一种不放心。他告诉记者，他
母亲很容易轻信陌生人，曾不止一次参加
过那些卖保健品、推销保险人员组织的一
些活动，花钱买了不少没用的商品，还将
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给这些推销人员。甚
至有不少人自己主动找上门来进行推销，
多亏自己三番四次进行劝阻才没有造成
太大损失。他表示，现在网络在线支付越
来越方便快捷，骗子们通过电话、短信等
进行诈骗的手段也随之越来越多，老人们
普遍缺乏相应的识别能力，也更加容易上
当受骗。因此父母家里的生活类缴费他都
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自己代为操作，对
于是否会教父母使用线上支付，张先生表
示暂时还没有打算。

记者 翟甜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