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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借助网络平台和创新模式，
养老服务也越来越“智能”。聚焦老人高频需求，开发智慧服
务平台，守护老人生命安全；建设智慧医养平台，老人在线
下单，医护上门服务；跌倒报警设备，第一时间响应老人的
求助需求……中国多地积极探索新业态，开发新产品，让科
技为养老服务赋能。专家认为，智慧养老产业的兴起和技术
的迭代升级，让老人的生活更舒心，子女更放心。

一键呼叫 随叫随到

一个呼叫终端，一台红外感应设备，一个24小时服务
平台，让越来越多老人享受到安心的居家养老服务。

在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小小的“遥控
器”成了86岁独居老人陆新皆的好帮手。陆新皆需要助
餐、保洁等服务时，就按下这个“遥控器”。另一端，专
属护理员黄昌丽接到系统通知，及时赶往老人家中，提供
相应服务。“一键呼叫，随叫随到，真方便！”陆新皆把这
个呼叫工具当成“宝”。

据了解，山东省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将发展智慧养老摆在重要位
置，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
建立起智慧养老管理平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养老信息
网，依托省级“两台一网”，市、县搭建起智慧养老综合
管理服务平台。

“岚山区搭建的智慧养老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汇聚全区

养老数据，实时分配任务订单，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助餐、助
浴、助医、助乐、助洁和助行等‘六助’服务。”岚山区民政局
局长胡宾介绍。

在天津市河西区“一库一网一平台”智慧养老服务体系
中，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立起应急救援机制，为独居老人免
费安装了京东“一键通”呼叫设备，开展“7×24小时”应急
帮扶，解决辖区内老人居家安全的难题。

家住河西区桃园街道广顺园社区的翁奶奶就是社区养
老新服务“一键通”的受益者。翁奶奶家里免费安装了“一键
通”呼叫设备，当有应急需求时，只要拨通“一键通”，便可以
直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由社区网格员和志愿者组成的“敲
门小组”就会上门查看老人情况，提供帮扶。

足不出户 居家就医

“再巩固一次就差不多了，后续还要注意行动姿势，
减少坐立时间……”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果园镇卫生院院
长王涌江对李剑忠说。这是他第三次到果园镇杨泗庙社区
居民李剑忠家上门服务。李剑忠处于腰椎间盘间隙狭窄手
术后恢复期，以前从家里去一趟镇卫生院要半小时。“多
亏了智慧医养平台，现在我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就医了！”
李剑忠说。

2021年5月，果园镇卫生院作为试点医院，上线了
由湖南省卫健委、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移动医疗教育部—中
国移动联合实验室等机构联合开发的智慧医养平台。居民

在APP上下单，便可定制上门医护服务。除了手机端应
用外，平台还设有电视客户端，方便不能熟练使用手机的
老人操作。

“我们以智慧医养平台为依托，帮助65岁以上老年人
及空巢老人居家养老、设置家庭病床，针对失能、半失能老
年人提供个人照护、保健康复等日间服务以及定期上门查
床、治疗、护理等医疗服务。”王涌江说，其实这也是把之前
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断推向定制化上门服务。

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数字化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已
经在很多老年人家里成功应用。老人睡在床上，只需按一下
按钮，就能启动家庭床位语音交互系统，获得专业医疗人员
的诊疗服务。目前，该项目已与全国数百位全科医生签署协
议，一对一在线问诊。接线员会根据老人需求，将电话转接
给相应科室的医生。该项目还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可以实
时查看医生问诊记录及健康数据。

京东健康智慧医疗总经理胡少奇说，京东健康通过居
家适老化改造提高老年人居家安全保障，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异常情况，通过24小时在线医疗团队
提供专业服务，协助应对老年人突发健康问题。

跌倒提示 就近援助

2021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推介
运用智能技术服务老年人示范案例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
14个运用智能技术服务老年人示范案例，山西省大同市

“398贴心保”榜上有名。
“这个小玩意儿，别看只有巴掌大，作用可不小。”87岁

的大同市民龚翠兰指了指系在腰间的智能穿戴设备“398
贴心保”。有一次，龚翠兰在自家小区遛弯时，一个趔趄摔倒
在地，“398贴心保”立即响应——1秒自动识别跌倒，30秒
救助应答，3分钟救援人员到场，11分钟救护车到场，为老
人及时送医赢得宝贵的救援时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等7家机构联合发布
的《老年人防跌倒联合提示》指出，跌倒是65岁以上老人因
伤害致死亡的首位原因。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残疾预
防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开展老年人跌倒干预
和健康指导，提高老年人及其照料者预防跌倒的意识和能
力。提高对儿童伤害和老年人跌倒的救援、救治水平。

“398贴心保”智能穿戴设备，由大同398智慧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研发，其主要功能便是防跌倒。“每秒钟可以捕
捉100组人体动作数据，跌倒识别率达90%以上。”大同
398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研发主管刘超说，借助人工智
能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云计算技术，“398贴心保”实现了
跌倒智能判断和自动报警，形成“跌倒提示—后台报警—人
工确认—就近救助”的响应流程。

2020年8月起，大同市民政局在平城区率先试点，为
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75岁以上独居及低保家庭老年人、
低保家庭60岁以上失能老年人免费配用“398贴心保”。目
前，大同市平城区已有1.56万多位老人用上了“398贴心
保”。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线上下单的人更多了

“过去顾客都来店里买，但最近几
年，想要线上下单、送货到家的人变多
了。”在北京经营海鲜生意多年的佘林，
对即时零售业态发展的感受很深。3年
前，他开始尝试用网络平台“跑腿”服务
请配送员为顾客送货上门。而今，在大闸
蟹、梭子蟹等时令海鲜上市的时节，通过
线上下单、跑腿取货的顾客已占他的海鲜
生意近七成。

小小的海鲜档口是即时零售火热市场
的一个缩影。即时零售作为一种新型零售
模式，主要指消费者在线上交易平台下
单，周边几公里内的线下实体零售商，通
过第三方或自有物流，执行配送上门服
务，提供食品饮料、蔬果生鲜、医药健
康、数码科技等商品，配送时效通常在
30至60分钟。

即时零售为消费者提供高时效性的到
家服务，高度满足消费者便利化、即时性的
购物需求，为中国零售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随着现代社会新型商业模式基础设施和
城市配送服务网络的快速完善，以小时达、
分钟达为特征的即时零售已经成为零售模
式创新的新风口。”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
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李鸣涛说。

把流量转化为销量

“以前碰到要急用但抽不开身去买的

物件，我都会花二三十元叫个跑腿代买，
但现在外卖啥都能买到了，一单只要两三
元的配送费，省不少钱了。”在湖北省武
汉市生活的李娇越来越热衷即时零售这种
消费形式。

在北京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马小森看
来，完善的配送服务体系是即时零售的支
撑基础，也是竞争的关键。

业内人士认为，即时零售的主要特征
是“线上下单，线下30分钟送达”，将履
约时长压缩进半小时至1小时的区间内，
从而满足零售业务中“最后一公里”的即
时配送需求。实现这一点，需要包括线上
交易平台、线下实体零售商、品牌商、配
送物流商在内即时零售体系的高效整合。
作为全渠道零售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时零
售不是单纯依靠线上的流量，还需要通过
对现有线下资源的整合，使平台和线下零
售商合作共赢。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彭建真认
为，即时零售不仅是业态发展需要，更是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化科技发
展的结果。即时零售为线下商家带来了线
上流量，而只有在经营和服务特色等方面
多下功夫，线下商家才有望把更多线上流
量转化为实际销量。

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

目前，政府有关部门对即时零售业态
给予充分支持。商务部等多部门发布的
《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2021—2025年）》《城市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指南》等文件，对即时零售发展
完善提供更为细致的政策指导。

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激励下，京东、
阿里巴巴、美团等互联网企业纷纷入局。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来说，即时零售服务
应在缩短购物时间、提升购物效率的同
时，提供丰富多样的商品选择；对于线下
零售门店来说，即时零售有利于门店拓宽

销售渠道，增大覆盖半径，获得更多网络
流量和线上客户；对于品牌商来说，即时
零售打通线上线下数字化营销和运营生
态，实现了全渠道经营降本增效；对于外
卖和物流平台来说，即时零售使得外卖和
闪购订单显著增加，平台与实体零售商的
联系更加紧密。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
说，即时零售等“到家”新业态蓬勃发

展，推动零售行业线上线下加速融合，有
望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相关部门还应及
时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行业标准，
为即时配送行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统筹推进现代流通
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即时配送的积极作
用，在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进一
步促进释放消费潜力、助力消费升级。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品类日渐丰富、配送不断加快

即 时 零 售即 时 零 售 ，， 万 物 到 家万 物 到 家
●高 乔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发起开展上海共青团助力外卖配送专项行动，组建上海共
青团“青小运”青年突击队，就近加入运力保障，参与站内分拣工作。图为在上海
市徐汇区的美团买菜前置仓，青年突击队队员进行分拣工作。

新华社记者王翔摄

智能助老：老人舒心，子女放心
●杨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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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想吃何种味道的西红柿，种
植者就能把它种成什么味道。这一场景
发生在山东省德州市天衢新区智慧农业
产业园里。春节期间，该园区“西红柿
可定制新滋味”的新闻登上热搜。

什么是“可定制新滋味”的西红
柿？它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德州财金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工程师付文琦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我们用科技可让西红柿的口感提升得更
好，并使产量提高。

在占地33.6公顷、约相当于47个
足球场的植物工厂内，付文琦向记者梳
理了一颗“可定制口味”西红柿的成长
之旅。

“五分甜一分酸，是西红柿口感的最
佳糖酸比。”付文琦表示，为实现这种口
感，就需要种子与阳光、雨露的配合。

在园区里，技术人员播下一颗种
子，在湿度90%左右、积温达到88℃
时，幼苗萌发了。每天8小时的“阳光
浴”让其铆足劲儿成长——藤蔓每天攀
爬2.5厘米，果实孕育而出。

糖分的形成关键在水肥和光照。每
天清晨，当太阳升起时，辐照传感器便
开始追踪，累积光照达到每平方厘米
100焦时，触发灌溉系统，大约三分钟
之内便完成了对所有植株浇灌100毫升
营养液的目标。

二氧化碳浓度关系着植物的产量。
当清风徐来，传感器便感知到了风力和
风向，大棚天窗变动角度，内外空气定
时定量融合到了一起。

温度变化左右着果实的生长进程。
当温度升高、湿度下降时，气象盒子传
感器接收信号，控制器发出指令，遮阳
布合拢，高压喷雾洒下甘露。

夜幕降临时，水肥机定时定量灌
溉，地热风管机启动，用暖流抵御严寒。

此外，无土栽培技术、熊蜂授粉技术、绿色防控技术的运用，使得
果实更安全更新鲜。而这种智慧化数字化的种植模式，使得西红柿挂果
达到了20多穗，产量也是普通大棚的3到4倍。

那么，上述种植环境是如何实现的？
记者注意到这座植物工厂里近700个各式各样的传感器，1700多

个控制器每天都能产生2000多万条数据，自动化接管了绿色工厂。
与西红柿打了近30年交道的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

侯丽霞向记者表示：“从口味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即甜味儿重一些
的西红柿或者酸味儿重一些的西红柿。”侯丽霞介绍，西红柿要实现酸
甜可口的目标，品种选择和种植环节都很重要。

记者了解到，这两年，侯丽霞和同事们研发的“嘉红100”新品种
以150万元技术服务费转让给了企业，并在2021年获得“浙江精品番
茄评选”金奖，其酸甜可口在市场上广受欢迎。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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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不光能吃，它还能作为材料被用来制
造箱包、服装、电子器件甚至是建筑。这类材
料往往可塑、可再生、可降解、环保，且生产
方式更具有可持续性。

提起真菌，你能想到什么？是食物表面的
霉菌还是火锅里的蘑菇？

其实真菌不光能吃，它还能作为材料被用
来制造箱包、服装、电子器件甚至是建筑。

真菌复合材料能做“砖块”和
“皮革”

2022年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
开发出了一种基于木质纤维素的真菌—细菌生
物复合材料。该复合材料可塑、可折叠、可再
生，为生物复合材料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随着碳排放问题逐渐得到各国重视，寻找
更加可持续的建筑材料一直是科学家们的研究
课题，一些研究者将视线转向了真菌。在该项
研究中，研究人员用木质废料喂养了一种真
菌，随后将两者混合在一起，倒入砖形模具。
几周后，真菌与木质废料的混合物结合形成了
致密的网状物，填满了整个模具。将混合物从模
具中取出后，一块可用于建筑的“砖块”便诞生
了。为了验证其是否真的能够用于建造建筑物，
研究人员用该“砖块”建造出了一个几英尺高的
拱门。结果发现，这些“砖块”不仅很环保，甚至
还能实现自我修复。

同样出于保护生态的目的，动物皮革也有
望被真菌“皮革”代替。目前来自美国、英
国、芬兰等多个国家的科研院所及企业都已就
真菌“皮革”的生产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
成果。不同研究机构采用的真菌皮革生产方法
大同小异，主要利用锯木屑等农林废弃物作为
培养基质来喂养真菌，菌丝会在基质中蔓延伸
展，反复分枝，形成网状的菌丝群，通常只需
几周就可以收获真菌生物质。随后，在其中加
入葡聚糖生物聚合物和可生物降解的甲壳素等
进行处理，便可获得类似皮革的成品。研究人
员表示，用这种类似皮革的材料制成的衣服与
动物皮革制成的衣服具有相似的耐用性和手
感，但其生产方式显然更具有可持续性。目前，如何稳定获得均匀
的菌丝体丛，仍然是真菌“皮革”生产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只有
性状均匀的菌丝体丛，才能提供厚度一致、颜色美观、机械性能良
好的类皮革材料。

以真菌为材料制成的电池基板绝缘耐高温

在2022年末的一期《科学进展》杂志上，一项由奥地利科学
家开展的最新研究使用真菌的皮作为材料，制成了电池基板，并且
其导电性能几乎与目前由标准塑料聚合物制成的基板相当，即使将
这种基板弯曲2000多次其仍然能继续工作。

据研究人员介绍，其研究所采用的真菌通常生长在腐烂的木材
上，它会形成一层表皮，以保护菌丝体，即真菌的“根”免受外来
细菌和其他真菌的侵害。当研究者提取并干燥这些表皮时，发现其
与一张纸的厚度相当，不仅很柔软，更是一种很好的绝缘体，可承
受20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十分适合作为电路基板的制造材料。如
果远离潮湿和紫外线，这种表皮或许能维持数百年，更重要的是其
在土壤中大约两周便可分解。研究人员表示，此类基板可用于设计
使用寿命不长的电子产品，如可穿戴传感器或无线电标签等。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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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加餐买份鲜活大
虾，夜里馋嘴了买几袋小零
食，给孩子买些急需的草稿
纸……这些生活中突然想起
的购物需求，如今只需在手
机上“动动指尖”就能即时
满足。从生鲜蔬菜到休闲零
食，从电子产品到日化美
妆，以“线上下单、门店发
货、商品小时达”为核心特
点的即时零售，品类日渐丰
富、配送不断加快，受到越
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