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起床刹那，窗帘自动拉开，空调已根

据体感数据将室温精准调至24℃，咖啡机同

步启动研磨……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智能家

居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重塑着千家万户的生

活图景。从老年群体的安全守护到年轻家庭

的品质追求，从物理空间的功能升级到生活

场景的智慧重构，这场由技术驱动的居住革

命为生活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趋势

如何？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科技赋能科技赋能

让美好生活更让美好生活更““进进””一步一步

轻按手指即可打开门锁、只需说话就能

调节灯光、随时随地打开手机就能设定空调

温度、自动适配清洁参数的扫地机器人……

近年来，智能家居设备正在逐步改变家庭生

活场景，让生活更舒适、便捷。

“最近我家新添了一个小度智能屏，这个

小设备可发挥了大作用。”说起智能家居设

备，长春市民陈女士竖起了大拇指。

陈女士的母亲今年 86 岁，卧床多年不

能自理，平时白天都是由陈女士一个人照

顾，有时外出买菜、办事都很不放心老人

独自在家。“自从有了这个智能屏，我就可

以随时随地看到老人的状况，还能提醒她

喝水、吃水果、吃药，和她实时沟通对话，

真是太方便了。”更让陈女士满意的是，她

还可以在智能屏上为老人播放音乐、二人

转、电视剧、小品，为老人的生活增添了很

多乐趣。

“我母亲也开始学着用简单的语音指令

遥控智能屏，已经学会问时间、日期和天气

了，老人很感兴趣。”陈女士表示，她正在考虑

再增添一些智能家居设备，享受科技带来的

便捷。

聚焦“一老一小”的家庭核心需求，智能

家居设备正在为现代家庭注入温暖与安全

感。“新手妈妈”徐雅君最近新购置了一个智

能婴儿床，为她缓解了不少初为人母的焦

虑。“这个婴儿床配备了AI智能看护设备和监

护屏，可以监测哭声、移动追踪、检测温湿度

等，可以设置喂奶提醒，还有危险侦测。”徐雅

君表示，自己短暂离开孩子的时候也可以很

安心。

在长春市多家智能家居店里，记者留意

到，智能家居设备顺应市场需求不断推陈出

新，从小型智能开关到各种智能家电，从远程

手机操控到全屋智能联动，几乎可以满足各

类人群的不同需求。

今年28岁的刘鑫正在装修新房，她想在

全屋布置智能家居系统。“现在智能家居方案

很人性化，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定制，我已经规

划好了智能的开关、窗帘，现在正在挑选清洁

类的适合懒人的家电，可以解放双手。”

“来咨询、购买智能家居设备的人越来越

多了，不只有年轻人，还有不少中年人。”一

家智能家居店的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智能家

居已经应用于生活中的各类场景，受众越来

越广。

智慧适配智慧适配

赋能赋能““好房子好房子””品质升级品质升级

深夜10点，76岁的劳女士对着卧室的智

能开关轻声说出“关灯”，17平方米的卧室瞬

间隐入夜色。这个被住建部纳入“好房子”建

设理念的智慧生活场景，正在长春市民的居

家生活中悄然铺展。

对于劳女士而言，声控系统不仅是科技

产物，更是破解生活困境的钥匙。原本位于

门口的灯具开关让老两口每晚需摸黑往返3

米距离，如今语音控制的引入不仅规避了磕

碰风险，更折射出智慧技术对适老化需求的

精准响应。这种便捷性延伸至生活的每个细

节——外孙女早上 6点 40分坐班车上学，劳

女士定闹钟5点起床煮饭，如今通过智能电饭

煲的手机预约功能，她每天能多享受半小时

睡眠。“多睡半小时比什么都实在。”老人朴素

的感慨道出了智慧家居最本真的价值。

如果说声控技术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

便利，那么智慧安防系统则在守护独居老人

的安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发电设备小区

的封宝增老人至今心有余悸：某日做饭时烟

雾报警器骤然响起，他迅速关闭燃气灶避免

了一场潜在火灾。这得益于长春市荣光街道

推进的智慧安防工程，2024年以来该街道为

60岁以上独居老人免费安装400套智能报警

设备，通过物联网技术构建起“设备报警—多

方联动—隐患消除”的全链条应急机制。这

种创新与信达万科翡翠学院小区的安防升级

形成呼应，该小区不仅实现监控全覆盖，更配

置了防尾随功能的AB门禁系统。居民通过人

脸识别进入首道门后，系统自动检测尾随人

员，只有确认无异常才会开启第二道门，这种

设计既延续了传统安防的严谨，又注入了智

能时代的便捷基因。

智慧家居的革新远不止于安全领域，它

正悄然重构都市人的生活节奏。上班族刘女

士的日常颇具代表性：通勤途中远程启动扫

地机器人，下班前操控电饭煲定时煮饭，科技

真正成为“解放双手”的生活管家。“当我回家

后看到自动清扫干净的地面，吃到准时煮好

的热饭，感觉普通住房似乎有了生命。”她的

感受印证了年轻群体对智慧生活的深度依

赖。

这种依赖在“90后”夫妻小吕和姗姗的新

居中体现得更为极致——空气净化器随指令

自动工作，智能猫眼推送访客信息至云端，归

家前10分钟空调已调至舒适温度。尽管多花

费万元预算，但“每天多出1小时自由时间”的

价值判断，揭示出当代年轻人对居住品质的

重新定义。某数据中心调研显示，中国智能

小家电消费者的年龄集中在40岁以下，占比

超九成。

2025 年“好房子”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品

质住宅。今年3月发布的《长春市“好房子”评

价标准》更具象化这一理念，五大维度50项标

准中，智慧家居覆盖率成为核心指标。从政

策顶层设计到百姓日常生活，智慧家居正在

重新定义“好房子”的内涵。

实用便捷实用便捷

但暗藏烦恼待解决但暗藏烦恼待解决

近年来，智能家居如雨后春笋般走进人

们的生活。然而，在享受这些便捷的同时，不

少用户也遭遇了一些小苦恼。

智能偶尔变“智障”，设备稳定性欠佳，令

一些用户遭遇烦恼。长春市民孙女士今年

71岁，去年对老房子重新装修时添置了一些

智能家居设备，其中包括一台1400多元的电

动晾衣架。今年 3月末刚搬进去，就遇到了

烦心事，“我对电动晾衣架喊一句‘小盼小

盼’，它就会回答‘我在’，我再说‘晾衣架下

降’或者‘晾衣架上升’就能控制了。”然而入

住后孙女士发现，虽然语音控制可以解放双

手，却经常被“吓一跳”。入住 10天，晾衣架

每天都发生过突然自己说“我在”“没事我先

休息了”的情况。原以为是家人聊天时有相

似词汇激活了晾衣架，直到4月6日凌晨2时

许，安置在客厅的晾衣架在夜深人静时突然

“说话”，让卧室里的孙女士惊醒，才意识到

并非那么简单。

兼容性难题，也是阻碍智能家居“万物互

联”的关键。智能家居不同品牌、不同设备之

间的兼容性欠佳，给用户操作带来极大困

扰。打开空调制冷，让热水器提前加热，确认

电饭煲已按照预约时间煮饭，主人远程打开

智能门锁让访客先进屋……这些原本便捷的

操作，却需在手机上打开一堆眼花缭乱的

App。孙女士的女儿是家里装修时选购电器

的主力，“首要考虑的肯定是每样电器和设备

的性能、质量，其次才是物联网的问题。”然而

入住后她发现，购置的热水器、冰箱、智能门

锁、吸顶灯要想实现手机和语音控制，手机上

需新安装5个App，配网、测试的过程让身为年

轻人的她都“钻研”了很久，家中的老人更是

望而却步。

目前，由于厂商各自打造封闭生态，行业

标准难以统一，不同品牌设备的配网、接入等

流程和技术标准存在差异，致使“万物互联”

的愿景大打折扣，消费者不仅要下载大量

App，还得适应不同的操作逻辑，耗费不少精

力。孙女士和老伴找到销售智能门锁的老板

想学习联网方法时，直接被告知：“你们70多

岁了肯定整不明白，让家里的年轻人研究

吧！”

智能家居的核心是“联网”，但一旦网络

出现波动或断网，许多设备就会陷入“罢工”

状态。有网友分享经历：家中智能门锁因Wi-

Fi故障无法远程开锁，而备用钥匙又不在身

边，最终不得不求助开锁公司。类似的情况

也发生在智能家电上，长春市民韩先生表示，

新购置的热水器，可在面板操控的功能屈指

可数，“Max增容”“即时加热”“预约洗浴开关”

等更多设置均要在手机App上进行调节和控

制。此外，纸质说明书越来越精简，更多使用

方法均需扫描二维码看视频或电子版，对于

原本就“玩不转”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是一个很

难逾越的难题。

不可否认，智能家居正在深刻改变人们

的生活方式，但其发展仍需不断完善。厂商

应在提升产品性能的同时，注重隐私保护、兼

容性和用户体验，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生活，智

能家居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为人们带来更

优质的生活体验。对于消费者而言，在拥抱

智能家居时也需理性选择，避免盲目追求“全

屋智能”，而是根据实际需求打造真正适合自

己的智慧生活。

未来，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与行业的不

断规范，智能家居有望克服重重障碍，成为人

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智能家居智能家居，，““智智””造生活新图景造生活新图景
本报记者 吴茗 韩玉红 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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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我烦恼我
来排来排。。深度挖掘新闻细深度挖掘新闻细
节节，，全面剖析事实真相全面剖析事实真相，，为为
您澄清谬误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私私
信我们信我们，，共同关注身边的共同关注身边的
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热点问题。。

本报讯（记者马贺

通讯员李硕）为强化党

建引领，夯实社区治理

根基，打造专业化楼栋

长队伍，日前，珲春市

永盛社区举办“当好

‘楼栋管家’甘为‘治

理主角’”专题培训，

为辖区内全体楼栋长

赋能 ，提升治理服务

水平。

培训围绕“健康服

务、职责规范、服务创

新、示范带动”四大主

题展开。在现场，来自

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志愿宣讲员为与

会人员普及春季健康

管理知识，提升楼栋长

自我保健意识和公共

卫生服务宣传能力。

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

硕宣读了《楼栋长日常

工作职责》和《道德银

行积分兑换细则》，帮

助楼栋长理清工作思

路，明确工作标准，规

范文明实践行动。

“如何有序推动无

物业小区专业化管理

进程，提升居民群众的

幸福感，需要大家当好

明白人、发动人和宣传

人……”在培训中，社

区党委书记詹海斌为

楼栋长们详细解读了无物业小区推行“接单

式”服务管理模式的益处和预见性障碍，鼓励

所属网格楼栋长要面向居民做好思想动员、

讲清利弊，为引进专业化服务、提升美丽家园

建设水平贡献力量。

随后，社区举行了“楼栋管家”红马甲及

日常工作物资发放仪式。“红马甲是社区为我

们量身定做的，穿在身上，不仅能增强邻居们

对我们身份的认同度，更强化了我们的责任

感，下一步开展入户走访工作也会更顺畅。”

现场穿上有“楼栋管家”标识红马甲的楼栋长

们热烈地交流着，大家的自豪感倍增。

培训的最后环节，社区也做了精心安排，

组织全体楼栋长来到社区的“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打卡点，在社区民族团结宣讲员

商丽玲的带领下重温民族团结典型故事，以

红色故事凝聚共识，激励全体人员传承红色

血脉，见贤思齐，学榜样当典范，引导楼栋长

成为社区和谐的“润滑剂”、群众诉求的“传声

筒”、邻里互助的“路由器”，推动他们从“单向

服务”向“双向互动”转变，形成“人人参与、人

人受益”的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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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玉红 通讯员井春慧）为

进一步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居民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近日，通化市辉南县

东凤街道御龙社区“律动御龙·歌声飞扬”歌

唱课堂在社区多功能室正式开课。第一期歌

唱课堂邀请了辉南县朝阳镇中心小学音乐老

师徐嘉健传授歌唱技法知识，50余名歌唱爱

好者齐聚一堂，共同开启科学歌唱学习之旅。

课堂上，徐嘉健从声乐基础理论入手，以

“发声原理与科学呼吸”为核心，通过现场示

范与互动练习，带领学员感受呼吸与腔体的

配合，将抽象的乐理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实

践技巧。学员们跟随着节奏反复调整呼吸，

在一呼一吸间逐渐掌握发声的核心要领。

在实践环节，徐嘉健针对高低音转换、

节奏把控等常见难点，选取《康定情歌》进行

分句教学，通过逐字示范、分组练习，帮助学

员突破演唱瓶颈。她耐心纠正学员们的发

声方式，指导学员们在实践中体会不同音域

的控制技巧。现场歌声此起彼伏，从最初的

生涩到渐入佳境，学员们进步飞速。

本期课堂在悠扬婉转的《康定情歌》旋律

中缓缓落下帷幕。

律动“御龙”歌声飞扬

近日，敦化市人民法院干警走进官地镇中

学，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

课”。法院干警围绕民法典，为同学们讲解未成

年人享有的物权、所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健

康权等，同时结合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

规定，厘清青少年在何种年龄阶段做出哪些行

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引导同学们多学习

法律知识，以身作则杜绝校园欺凌现象的发

生。此次普法教育活动，有效强化了青少年学

习法律的意识和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能力。

姜丽 摄

消费新需求与技术的发展推动传统家电向智能家电升级。图为某商场里，顾客在选购智能

电饭煲。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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