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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马甲行动

多场景沉浸式体验

湖南长沙县知仁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知仁社

工”）2022年 4月开始承接“蓝马
甲行动”在当地的落地活动。据

知仁社工总干事谢彬介绍，该机

构主要通过开展社区讲座、设立

咨询点、组织志愿者上门服务等

形式开展项目，机构称之为“1+
4”模式，即每个社区 1场讲座+4
场驻点宣传。

“例如，定期在社区活动中

心举办蓝马甲公益讲座，向老年

人讲解数字设备的使用方法和

防诈骗知识；在社区广场设置咨

询台，为老年人提供现场指导和

答疑；同时组织志愿者走进老年

人家庭，进行一对一的帮扶和指

导。”谢彬谈到。

这是“蓝马甲行动”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为老服务的一个缩

影。除了这种落地方式，该项目

还会结合全民数字素养提升月、

重阳敬老月等不同时间节点，持

续开展丰富多彩的反诈公益科

普活动。

例如，2023年 5月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期间，该项目

联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蓝

马甲数字助老公益行，在一个月

时间内持续开展超过 1500场次
线下助老活动；期间，蓝马甲大篷

车沿着长江流域开进安徽、江西、

江苏等 6个省份超 400个社区村
镇，走进老年人身边开展数字助

老服务，科普防诈骗常识。

“蓝马甲大篷车公益集市早

点来我们社区就好了，我以前就

被诈骗短信骗了 200块！”在一
次大篷车公益行现场，一位老人

主动向志愿者讲述了他受骗的

经历。这种互动体验式反诈骗科

普行动，让老年人能够快速了解

骗子的套路，因此也受到了各地

老年人的欢迎和肯定。

蓝马甲大篷车志愿者周皓

杰说，“跟着蓝马甲大篷车走了

12个村子，每当老人学会一个新
功能，他们都会夸我‘小伙子真

好’，这也成了我持续做蓝马甲

志愿者的一大动力。”

据了解，目前“蓝马甲行动”

针对老年群体的服务已涵盖六

大场景，包括公益课堂、驻点服

务、大篷车公益行、沉浸式助老

防骗展、老年友善医疗示范点以

及金融教育示范基地。项目开展

三年多来，已走进 25个省份、140
多个城市，联合 60 多地政府部
门、80 多家社会组织和 70 多家
企业举办超过 5 万场活动，4.2
万名志愿者线下服务老人超 144
万人次。

创新项目服务模式

“群里各种信息满天飞，老伙

伴们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说的？”

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老年人

防诈反诈知识大赛启动仪式上，

蓝马甲北京大妈巡讲团团长张海

峰阿姨道出了身边老年人朋友的

困惑。在她看来，网上各种信息良

莠不齐, 网络诈骗等问题层出不
穷，到哪里能够学到一些靠谱的

知识，是他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民反

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的一项重

要活动，第三届全国老年人防诈

反诈知识大赛旨在推动老年人

反诈知识的普及与推广，进一步

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大赛题

库内容均来源于近年频发的各

类诈骗典型案例，特别是 AI诈
骗、换脸诈骗等运用高科技手段

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例。

在此次比赛两个月前，主办

方还在新媒体平台开设了线上

“反诈课堂”，引导老年人了解、

学习防诈知识；在全国 26个省
近 200 个城市举办超过 2000场
线下反诈科普活动，以“沉浸式

体验”提升更多老年人识骗防骗

能力和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

权益的意识。

考虑到老年人对新鲜事物

的接受程度，开发、设计不同形

式的服务模式十分必要。

来自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

老年大学的 90后声乐教师董福
顺，是一名专注助老防骗的蓝马

甲志愿者。在第三届全国老年人

防诈反诈知识大赛启动仪式上，

董福顺分享了自己的教学经历：

“现在老年大学的每一位年轻老

师都会在课堂上适时提醒来上

课的‘学生’们，谨防诈骗，贪小

便宜吃大亏。我也运用我的声乐

课堂，带着老年朋友们唱出和蓝

马甲志愿者们一起改编的歌曲，

通过朗朗上口的形式强化他们

的记忆。接下来，我希望能和蓝

马甲一起，用我的声乐专业知

识，结合一些防骗知识，出一些

专业性的科普内容。”

为保证项目落地质量，知仁

社工也对项目服务模式进行了

创新。2023年，知仁社工以督导
方的角色，在长沙、武汉、南京等

11个城市开展项目督导服务，管
理和督导 22 家组织开展服务。
这一模式的建立更有效地传导

了项目规模化执行标准，保证了

项目落地质量。

“在应对各地执行伙伴落地

质效水平不一的问题上，我们采

用‘1+N’的督导方案，即由 1个
总督导到 11 个城市分管督导，
再到在地督导管理模式，有效地

传导了蓝马甲助老活动的执行

内容及标准，确保了项目落地质

量。”谢彬说。

发挥野技术+服务冶优势

作为平台方，蚂蚁集团及蚂

蚁公益基金会也希望充分发挥

平台及技术优势，联动更多资源

和社会力量参与。

在第三届全国老年人防诈

反诈知识大赛启动当天，“蓝马

甲行动”宣布联合全国 20多家
助老内容制作机构、传播机构，

共同发起“蓝马甲·老有用了”助

老科普网络，探索发挥“技术+服
务”优势，惠及更多老年人。

据蚂蚁公益基金会项目主

任张潇介绍，平台将依托上海都

市乐聆频道、阿基米德 app、徐州
广电传媒集团等全国首批 20多
家合作伙伴，通过生产多元的专

业助老科普内容，拓展丰富的助

老传播渠道，推动更多社会群体

对银发族的关注。

作为首批合作伙伴之一，徐

州广电传媒集团策划运营总监

华焰谈道，现在每天早晚高峰时

段打开徐州幸福 105电台，就能
听到双方联合推出的《幸福蓝马

甲公益电台》小单元，有反诈小

剧场，也有手机使用一点通，一

年播出近 3000次。“加入‘蓝马
甲·老有用了’助老科普网络，双

方通过电台节目、手机端、社区

展览、老年大学开学第一课等方

式，把‘医、食、住、行、防骗’五大

方面的内容送到老年朋友的身

边，增强老年人反诈防骗意识，

带领老年人更安全地享受数字

生活的便捷。”

截至目前，“蓝马甲行动”已

逐渐形成对老年群体系统化支

持的“四大平台”，包括助老内容

创新平台、助老生态支持平台、

助老价值倡导平台和助老议题

研究平台，在此基础上，项目也

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升级迭代，

“蓝马甲·老有用了”助老科普网

络即是其中最新动作之一。

此前，蚂蚁公益基金会联合

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于 2022年发
布了全国首份研究“适老化设计

标准”的报告———《适老化设计

与服务参考指南》，为行业输送

更丰富的专业内容；2023年重阳
敬老月，联合新华社发布首本助

老防骗书《一件蓝马甲———关注

数字时代的银发群体》，带动更

多行业参与和支持助老事业。该

项目还建立了“服务内容标准

化、项目管理规范化、志愿者管

理流程化、活动物料统一化”管

理手册和“蓝马甲数字助老项目

管理平台”，大幅提升了规模化

落地的质量和效率。

在采访中，不少老年人对记

者表示，“蓝马甲行动”给他们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和保护，不

仅提高了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

和自我保护意识，让他们远离涉

老诈骗，也让他们在数字时代更

有安全感。

谢彬认为，该项目通过实际行

动，为老年人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和

支持，减少了他们遭受诈骗的风

险。“同时，该项目也促进了社会对

老年人问题的关注，营造了尊老、

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对于构建

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有评论指出，在发展数字技

术的同时，提供有温度的数字化

服务和关怀，是互联网企业参与

数字文明建设、让建设成果惠及

更多人的生动体现。张潇表示，让

“技术+服务”惠及更多老年人还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希望通过

更加开放的合作模式，吸引更多

专业内容制作机构、专业渠道传

播机构、专业公益团队加入，共同

关注助老反诈这一领域，共同守

护好‘夕阳红’，让老年人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野技术+服务冶帮助更多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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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群里发的二维码能不能扫钥 冶
野带有网址链接的短信能不能点钥 冶
野陌生人要我的验证码该不该给钥 冶
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袁是很多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曾遇到的

疑问袁 而因无法辨别信息真伪遭遇网络诈骗的老年人也不在少数遥
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袁但对于老年群体来说袁这也在无形中制造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野数
字鸿沟冶遥

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袁截至 2023年年底袁我国 60岁以上的
老人达到 2.97亿袁 占人口的比重为 21.1%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2.17亿袁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5.4%遥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老年人
口规模巨大尧老龄化进程速度快尧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重三个显著
特征遥

在此背景下袁如何让老年人更加安全地享受数字生活带来的便
捷尧增强老年群体的反诈防骗意识袁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遥
2020年 9月袁在国家反诈中心尧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尧工信
部反诈中心指导下袁 蚂蚁集团及蚂蚁公益基金会发起 野蓝马甲行
动冶袁以志愿者服务的形式走进老年群体聚集的社区袁帮助他们走进
数字生活袁提高反诈意识遥同时袁该项目坚持传统方式与数字创新并
行袁让老年人也能享受到信息时代的便利遥

5月 23日袁
野蓝马甲窑老了
有用冶助老科普
网络启动

蓝马甲志愿者在社区驻点袁 为每一位有需要的长者提供手机使
用帮助渊图片来源院长沙县知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