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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庆旭 实习生 吴瀚
通讯员 王辉

《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
皮书》（下称《白皮书》）日前发
布，调查显示全国平均每天走
失1370位老人。在我们的微信
朋友圈里，时常可见寻找老人
的信息。事实上，我国近年一
直致力于黄手环的推广，以避
免老人走失。那么，我市黄手
环推广状况如何？它是否发挥
了应有作用？记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

老人频频走失，朋友圈里不时有寻人信息，但为避免老人走失的黄手环

在我市推广后陷入窘境——

多人不知黄手环，寻人方式需创新

在采访过程中，多名民
警告诉记者，很少有家属为
老人准备黄手环或信息卡，
且他们报警意识不够强，导
致民警时常开车带着老人四
处寻找，既耽误时间又浪费
警力。“虽然现在有了朋友圈
和微博，寻人途径多了，但网
络信息泛滥、真假难辨，让公
众对寻人信息的信任度下
降。”有民警说。

叶天亦曾在雄治公益机
构工作，并参加了2014年 7
月老城区黄手环免费发放活
动。他说，当年举办那次活
动，更多的是想引起社会对
老人走失问题的重视，让人
们了解黄手环。

昨日，叶天亦告诉记者，
那次黄手环推广活动仅仅开
展了半年时间，随着背后提

供经费支持的公司破产，他
们停下了免费推广工作。“我
们当时还设想寻求与政府合
作，在本地建立一个老人信
息数据库，家属将老人信息
提供给我们，日后如果老人
走失，我们可向警方提供数
据支持。”叶天亦说，随着团
队解散，这一设想未能如愿。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公
安部人口信息系统、民政部
开发的全国救助寻亲网与

“今日头条”寻人项目一起，
已经开始构建我国的老人走
失救助信息系统，全国各地
社会救助站共享系统、与覆
盖面较广的社会网站合作推
送，录入走失人员DNA信息
等，借助“互联网+”，系统构
建效果可期，走失老人寻找
或将更加高效、精准。

日前，记者以“洛阳 黄
手环”为关键词，在网络上使
用搜索引擎进行搜索，发现
本地有关黄手环公益项目推
广活动的报道寥寥无几，声
势较大的要数2014年7月，
一家名为雄治公益的机构与
老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为辖区
老人发放2万余个黄手环，但
总体来说，黄手环在我市的
推广之路颇显冷清。

黄手环推广遇冷，原因
何在？记者通过采访民警、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属、公
益人士及社区工作人员等，
总结出以下几点：

●防范意识薄弱

不久前，万庆文在涧西
区万达广场附近执勤时，遇
见一位迷路的老太太，她本
在附近小区居住，却说自己
家在深圳。按照她说的道路
名称，万庆文与同事开车在
涧西区、高新区绕了半天，最
后在她女儿报警后才将老人
送回家。“老人身上没有任何
有关她和她家属的信息，以
至于我们耗费了大量时间，
她的女儿就是防范意识薄弱
的代表，不看好老人不说，也
不知道为老人准备黄手环或
信息卡。”万庆文说。

●逃避患病现实

“前几年，社区给我们发

了两个黄手环，但老伴儿就
是不愿戴，他不认为自己有
老年性痴呆，觉得自己是正
常人。”张霞（化名）今年79
岁，家住老城区唐宫东路社
区 10 号院，老伴儿今年 80
岁，3年前患上了阿尔茨海
默病。和张霞的老伴儿一
样，部分老人逃避患病现
实，成为影响黄手环推广的
原因之一。

●担心隐私泄露

“老人天天戴着这个黄
手环，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啥
都有，万一被坏人看到，绑架
讹你钱咋办？”在定鼎门社
区，部分年轻人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流露出这样的担忧。
担心家人隐私被泄露，也是
一些家属甚至老人不愿用黄
手环的原因。

●家属监护缺失

在老龄化进程加快、人
口流动性加大等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城市里的“空巢
老人”现象也日渐凸显，部
分子女对老人的监护存在
缺失，不了解老人尤其失智
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
人的需求。

另外，宣传不到位、不知
从哪儿获得黄手环，也是导
致黄手环认知率、普及率低
下的原因。

那么，我市黄手环推广得
怎么样了？它是否发挥了应
有的作用？记者历时两日走
访得知，在我市，黄手环推广
状况并不理想。

“黄手环？听着熟悉，可
就是想不起它的样子了。”长
春路派出所民警万庆文从警
多年，经手过很多有关老人走

失的警情，在她帮助的走失老
人中，她几乎没见过戴黄手环
的老人。

今年十一长假期间，老城
派出所民警李保宏一连接到
了3起老人走失警情，虽然这
３位老人走失的原因各不相
同，但他们均未戴黄手环或携
带功能相似的信息卡，后来他

们各自的家属来了，民警了解
到他们都没有为老人准备黄
手环或信息卡的意识。

在洛龙区开元路办事处
定鼎门社区，记者随机采访了
社区工作人员和前来办事的
老人等得知，大多数人对黄手
环不了解，不知道黄手环的样
式和用途。

2012年，针对阿尔茨海
默病（老年性痴呆），中国人
口福利基金会为有走失危
险的老人设计了黄手环。
为患病老人佩戴黄手环，并
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
住址、亲属联系方式等，以
便 他 人 发 现 后 报 警 或 者
送回，正是黄手环的价值

所在。
有媒体2014年9月报道

称，我国已有800万名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且以每年逾30
万个新发病例在递增，形势
严峻。

《白皮书》提到，每年全国
走失老人约有50万名，失智
和缺乏照料成为老人走失的

主因，且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
加快，走失老人问题已成为一
个严肃的社会问题。

2012 年 9月，央视新闻
公益行动“我的父亲母亲”就
此发起黄手环爱心行动，一
时间，全国各地掀起黄手环
推广热潮，借此搭起老人回
家的桥梁。

【探索】
创新寻人方式，借助“互联网+”寻人可期

【调查】
回避病情保护隐私，多重因素致黄手环推广遇冷

【走访】
黄手环在我市推广状况不理想，许多人仍不了解它

【背景】
严峻现实催生黄手环，借此搭起老人回家的桥梁

戴上黄手环，老人不再怕走失

黄手环（本版图片均为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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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