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老龄函〔2022〕867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 2022 年
“智慧助老”行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委直属各医疗单

位，福建医科大学、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决策

部署，结合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安排，增强老年人运

用智能技术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全国老龄办关于深入开展 2022 年“智慧助老”行动的通知》（国

卫老龄函〔2022〕94 号）要求，现就做好 2022 年“智慧助老”

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聚焦疫情防控中老年人的现实需求

各地在实施“智慧助老”行动中，要进一步聚焦疫情防控形

势下，老年人在生活消费、出行、就医、办事等场景中遇到的智

能技术运用困难，重点围绕运用智能手机查询和出示“健康码”

“行程码”、接收防控信息、采购生活物资、预约挂号、查询交

通信息、紧急求助、防止电信诈骗等环节，通过组织开展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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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手把手教学、老年人之间“传帮带”、家庭成员帮助以及

线上课堂等多种方式，切实帮助老年人提升智能技术运用能力，

推动解决老年人在疫情防控中遇到的困难。

二、结合当前工作认真组织实施

各地在实施“智慧助老”行动中，要与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

型社区创建工作结合起来，督促 2021 年被命名、正在创建和今

后拟创建的社区通过多种渠道，为老年人使用电脑、智能手机、

可穿戴设备等智能产品和智能技术提供培训和帮助，2022 年开展

相关培训不得少于 2 次。落实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制度时，要加

大智能手机使用培训。各医疗卫生机构要与开展建设老年友善医

疗机构工作结合起来，为老年人出示“健康码”“行程码”、自

助打印检验检查报告、自助交费、网上预约挂号等提供专人指导

服务。各地、各单位要利用全国敬老月、全国志愿者日等时间节

点，开展“智慧助老”行动，把活动送到老年人的周边、家边、

身边。

三、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

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在 2021 年工作基础上，继续深

入开展“智慧助老”公益行动，将在石家庄、福州、厦门等 14

个城市，通过招募老年骨干志愿者、组建志愿服务队等方式开展

培训活动。全国老龄办将在全国开展“蓝马甲公益行动”，通过

线下开展 2000 场“智慧助老”课堂和 20000 场（次）志愿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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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并结合线上开通以智能手机运用和反诈为主要内容的宣讲

课堂等多种形式，帮助老年人提高智能手机操作技能，提升老年

人反诈防骗意识。各地要做好工作对接，协助组织开展公益活动，

确保取得实效。

四、做好宣传发动组织协调工作

各地要结合工作实际，依托传统媒介以及新媒体平台，通过

发起话题讨论、开设线上教程、征集优秀视频等方式，广泛宣传

“智慧助老”活动，动员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志

愿者、老年人等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

沟”的强大合力，不断扩大“智慧助老”行动的知晓度和影响力。

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切实履行好老龄办工作职能，加强组织协

调，将实施“智慧助老”行动作为本地区老龄工作重要内容，强

化与老龄委成员单位间的协调合作和资源整合，共同组织开展

“智慧助老”活动，完善为老服务有关政策措施，帮助老年人解

决实际困难，推动“智慧助老”行动往深里走、往实里走，促进

社会效益最大化。各地、各单位在组织开展线下活动时，要严格

落实属地疫情防控要求，做好活动现场的疫情防控工作。

今年，省卫健委将对“智慧助老”行动实施三年来的情况进

行总结评估。各地要做好总结评估工作，积极总结经验，认真查

找不足，探索建立“智慧助老”常态化、长效性工作机制，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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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助老”行动可持续开展。在工作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

请及时报送省卫健委。

联系人：省卫健委老龄处 周爽，联系电话：0591-87860912，

邮箱：fjwjwlljkc@126.com。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2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