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上海养老院调查①

■本报首席记者 钱蓓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明召开
主任会议昨举行 殷一璀主持

本报讯 （通讯员陈高勇 记者祝越）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下

午举行第十七次主任会议， 决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

议于本周三召开， 将审议、 表决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 会议还传达了市委大调研总结推进

会精神。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泽洲、 沙海林、 蔡威、 高小玫、 肖

贵玉、 莫负春出席会议。

百个上海思政工作创新品牌脱颖而出
微视频展示交流活动昨举行，以生动语言

和独特视角汇聚起激荡人心的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范嵘） 昨天上午， 市委

宣传部、 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在上海城市

规划馆举办 “在改革开放中守正创新” ———

上海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微视频 （微电

影） 展示交流活动， 集中展示并现场交流改

革开放 40 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上海

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的新经验新成果， 并向全

市思想政治工作者发出号召： 以再出发的决

心和勇气， 守正创新， 更好承担起举旗帜、 聚

民心、 育新人、 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推动新时代上海思想政治工作实现新发展。

会上， 表彰了嘉定区 “百姓系列”、 杨

浦区 “大家微讲堂 社区政工师”、 豫园股份

“高扬旗帜擦亮名片”、 建工集团 “工地 ‘政

委’”、 上汽大众 “‘老娘舅’ 工作法”、 国际

邮轮旅游服务中心 “构筑邮轮服务品牌 ”、

青浦区徐泾镇 “敞开大门开启社区自治 ”、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 “‘夕阳圆梦’ 行动”、

西南位育中学 “德润田林” 等 100 个思想政

治工作创新成果卓越品牌和优秀品牌。

2018 年， 市委宣传部 、 市思想政治工

作研究会以 “辉煌巨变 40 年， 新起点上再

出发” 为主题， 面向全市组织开展此次展评

活动， 获得各界热烈响应， 经过评审， 100

个品牌脱颖而出， 以微视频的生动语言和独

特视角， 汇聚起激荡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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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养老院能不能比在家衰老得慢
遐福养老院依托专业力量关照老人营养膳食、医疗照护、健身锻炼，提供更多更好服务

上海遐福养老院所在大楼原来是

杨浦区一所酒店式公寓，前两年开发商

彻底改造整栋建筑，把“客群”从年轻白

领变为退休老人。 投资方请来从没从事

过养老服务的蔡琦担任院长，院长的履

历跟养老没有任何关系———他先后在

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 黄浦江游船公

司、东方绿舟宾馆做过管理者，“服务业

出身，跨界做养老”。

遐福养老院共有 230 张床位，2016

年底开业至今，入住率已有 35%。 投资

者预判，面向中高收入老年群体的养老

机构是有市场的。 蔡琦平常总在 11 个

楼面上上下下，他是从研究“客户需求”

角度去观察老年群体日常生活的，所以

对老年人群的吃住 、养生 、社交状况颇

有些独特的理解。

吃饭
家庭结构决定饮食结构

遐福养老院每月举办一次自助餐

会 ， 那一天是全体老人的 “打牙祭之

日”： 餐品一改平时少油少盐的清淡风

格，甚至会提供龙虾意面 、烟熏三文鱼

之类的“靓菜 ”，老人们可以随便吃 、尽

情吃。

但平常吃饭没那么“自由”。 养老院

每天提供三顿正餐 、两顿点心 ，外加睡

前牛奶 ， 老人们的餐食都由营养师搭

配，营养足量供给 ，但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负面清单 ”：痛风的不吃海鲜 ；血糖

高的少吃淀粉类食物 ，清明 、中秋时节

实在眼馋青团、 月饼之类高糖食物，只

能在工作人员监督下轻尝一口。

蔡琦特别重视养老院的“吃”，他发

现老人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受家庭

结构影响很大 ，“跟小辈特别是第三代

一起住的老人，吃的方面肯定不差———

小孩子吃得好，老人跟着吃得好。如果家

里只有老夫妻俩，伙食就会差一点，老人

节省，买得少吃得也少，时间久了营养总

会不均衡。 独居老人就更不用说了。 ”

医疗
“把病拿掉”，活到100

岁是大概率

“都说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 ，但我

觉得生、老、死是规律 ，病不一定 ，只要

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作息规律、饮食

均衡、注重锻炼、保持精神愉悦，活到 90

岁、100 岁是大概率事件。 ” 蔡琦认为，

“把‘病’拿掉，让人‘无疾而终’，这是养

老院的价值所在。 ”

“无疾而终”是很理想化的追求，它

切 合 不 少 新 兴 养 老 机 构 的 价 值 取

向———通过有效服务延缓人的衰老速

度。 蔡琦想要证明，住进养老院能比住

在家里衰老得慢，因为机构能用各种专

业手段关照老人的营养膳食 、 医疗照

护、健身锻炼 ，也能借助外部的敬老助

老资源，给老人提供很多家庭无法提供

的精神服务。

“无疾而终”不是不管疾病，而是把

“养”和“防”做在前端。2017 年 12 月，97

岁高龄的吴老像往常那样搓着麻将，突

然停下动作，说是不太舒服。当班护士长

给他量了血压，发现有点高，马上安排他

去医院检查，验血、测血压、拍 CT，医生

表示所有指标都正常。 吴老觉得自己不

痛不痒，只是乏力、发困。 医生建议老人

回家睡一觉再看。 养老院员工不同意，

“我们护士长交代， 他有脑梗的可能，还

是重视一点的好。”确诊是否脑梗要做核

磁共振，当场预约也得三天后才能检查，

这三天怎么办？ 在养老院员工强烈要求

下，医生开了点轻度溶血栓的药物。

三天后，核磁共振报告显示吴老确

实是“腔梗”发作 ，好在已经用药 ，没有

耽误治疗 。 护士长解释她为什么那么

“执拗 ”：“我熟悉我们院老人的身体指

标， 吴老平时的血压比同龄人低很多，

那天发病时数字突然上升，门诊医生可

能觉得那个血压值‘稍微有点高’，但我

知道对他来说很不正常。 ”

隐私
独立居住空间不再是

“奢侈”服务

遐福养老院 200 多个房间都是单

间，可供一人独住或者夫妻同住。 在传

统养老院特别是公办养老院，双人间和

单人间都是稀缺资源，出于尽可能多地

接收“保基本”人群的考虑，它们更倾向

于设立多人间。 但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 ， 越来越多老人希望拥有独立房

间。 多个沪上新办养老机构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 ， 高性价比的双人间和单人间

“出清”的速度总是很快，供不应求。

对个人隐私的看重，是老年人服务

需求升级的重要表现。 遐福养老院有专

门的洗衣服务，每周为老人清洗衣服两

次、床单一次 ，但院方还是在每个房间

都配备了洗衣机。 “有些老人更愿意自

己洗晒贴身衣物。 ”蔡琦指了指阳台和

卫生间说，“衣物可以在阳台晾，也可以

用卫生间的电加热毛巾架烘，烘干小件

衣物大概需要两小时。 ”

白领公寓和养老院看似形态完全

不同，有些服务逻辑却是相通的，比如营

造独立居住空间。“关起门就能过自己的

小日子。 ”蔡琦说，这些在传统养老院显

得有些“奢侈”的服务，今后必然变得越

来越大众，“老人也像年轻人一样， 需要

隐私空间。社会对‘尊严养老’的追求，就

是这样一点一滴改变行业细节的。 ”

2019 年伊始 ，民政

部下发通知明确， 从新

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之日，

也就是 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各级民

政部门不再受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申

请， 今后申办养老机构只需依法登记

和备案。主管部门要做的，是加强养老

机构事中事后监管———业界将这视作

深化养老服务“放管服”改革、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实质性举措。

我国正处在快速老龄化时期，优

质养老服务的供给跟不上社会需求的

膨胀。 在有效保障基本养老服务的前

提下，支持社会力量“入场”、提供多层

次、 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已是当务之

急。但门槛的降低，只是社会力量参与

养老服务的前提， 做养老服务比这复

杂太多。 这一点， 没有谁比那些已经

“入场”的社会力量更清楚。 单只聚焦

养老机构的话，这个领域历史不短、从

业者不少，但没有特别成熟、普遍适用

的“成功之道”。

这几年， 进入沪上养老领域的社

会力量正“肉眼可见”地增多，大多数

人怀着对未来的积极预期， 在当下的

辛酸苦辣中摸索养老服务的门道。 本

报今起推出“上海养老院调查”系列报

道，记者实地调查各种类型的养老院，

访谈多家养老院院长， 了解他们的从

业经历， 听听他们对行业发展的见解

和建议。

推动落实长三角联合调研
市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董云虎主持

本报讯 （记者周渊） 上海市政协昨天召开十三届二十次主

席会议。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主持。

会议听取了第二次长三角地区政协主席联席会议有关情况

及市政协推动落实会议部署的意见。 去年 12 月， 第二次长三

角地区政协主席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 明确今年长三角地区政

协联合调研主题为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统筹建设，

促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联动民主

监督主题为 “长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落实情况”。 市政

协将结合工作实际， 由教科文卫体、 人资环建、 经济委员会分

别牵头， 推动落实有关工作。

会议审议了对上海市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

草案的意见和建议。 去年 12 月， 市政协召开专题通报会， 委

员们围绕有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切实

加强财政管理、 推进财政公开透明等， 对做好本市财政工作发

表了看法。 会后经认真梳理， 形成意见和建议。

会议听取了 2018 年市政协委员履职统计分析情况汇报 。

一年来， 广大委员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积极履职建言，

努力提升质量， 认真做好 “委员作业”， 展现出新时代政协委

员的新担当新作为。 据统计， 全年共有 830 名委员 15011 人次

参加 955 次市政协日常会议活动， 386 名委员以第一提案人身

份提交提案 738 件， 204 名委员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688 篇。

会议还传达了市委大调研总结和推进会精神。

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 赵雯、 周汉民、 张恩迪、 李逸平、

徐逸波、 金兴明、 黄震出席。

上海试点利用电子警察
查处非机动车越线停车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记者昨天获悉， 为进一步规范非机

动车守法意识， 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开始试点利用 “电

子警察” 查处非机动车越线停车违法行为。

非机动车越线停车， 就是当非机动车遇停止信号时， 超越

停止线在路口内停车等候的违法行为。 这个违法行为一直饱受

机动车驾驶人诟病， 也是比较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一种违法行

为———既影响正常右转的机动车， 也对非机动车自身的安全产

生隐患。 尤其一些大型车辆右转时会因视线存在盲区， 无法及

时观察到一些超越停车线的非机动车， 最终导致 “包饺子” 事

故的发生。

从去年 12 月底开始， 市交警总队在静安区共和新路中华

新路试点利用 “电子警察” 抓拍非机动车越线停车违法， 已累

计抓拍违法 30 余起。 交警部门表示将通过 “电子警察” 设备

功能的多样化、 智能化， 持续不断严管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违

法行为。 据统计， 自去年 1 月起， 市交警总队试点利用 “电子

警察” 查处行人、 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截至今年 1 月， 有

1.02 万违法行为人接受了违法处理， 违法行为主要包括行人闯

红灯、 非机动车闯红灯、 非机动车逆行等。 通过 “电子警察”

执法模式， 部分路口行人和非机动车守法意识明显增强。

人工智能时代的“厂医”来了

在上海一些产业园区，“一分钟诊所”为企业员工提供健康服务，

既方便他们看病，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你可能仍然习惯起个大早， 冲向医院

挂号看病———也许只是普通伤风感冒， 却

也成了耗时两三小时的浩大工程。 但现在，

“新兴人类” 伤风感冒时已经不这么做了：

在哔哩哔哩上海公司总部， 一个二次元风

格的 “一分钟诊所” 代替了原来配备两名

医生、 两名护士的企业医务室———病情急

的， 建议到医院问诊； 只是感冒发烧， 则

会自动推荐相关非处方药。 一个月来， 这

个 “一分钟诊所” 为企业员工提供医疗健

康服务近 4000 次， 大大节约了员工请假看

病时间。

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落地， 医

疗服务可能不再仅仅停留在医院就医， 它

串起的是从工作环境到消费环境再到医疗

环境的生态圈。

“一分钟诊所”如何运转

位于嘉定区的上海大众汽车工厂内 ，

也出现了 “一分钟诊所” ———并非一分钟

看病， 诊所里也并没有医生。 走进这个 1

平方米的空间， 负责接诊的是 “人工智能

医生 ” （AI Doctor）， 它由 200 多位人工

智能专家组成的团队研发 ， 又被 “喂养 ”

了超过 3 亿条问诊及咨询数据， 是一位虚

拟医生。

当患者在使用 “一分钟诊所” 问诊服

务时， “人工智能医生” 首先出场， 负责

与用户交互， 引导用户准确描述病症， 形

成结构化病史， 并提供智能诊断方案； 然

后， 在线真人医生出场， 进行针对性补充

问诊、 对症下药， 解决患者的问题； 最后，

结合医生的诊断结果， “一分钟诊所” 还

能智能开具药方， 从而形成整个问诊的智

能化。

“人工智能虚拟医生与真人医生相结

合 ， 能够确保整个问诊咨询流程的准确

性。” “一分钟诊所” 的出品方、 平安好医

生相关负责人解释。

据介绍， 上海大众汽车工厂内的 “一

分钟诊所” 已经运转了一个月， 除了解决

几千例个人健康问题之外， 还抽空研究了

上海大众员工的工作内容， 针对性地放置

了常用跌打损伤类药品， 给予员工更好的

医疗健康保障。

这个 “一分钟诊所” 曾在去年 9 月在

上海举行的 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

过 ， 也是国内首个商业化运营的 “无人

诊所”。

截至目前， “一分钟诊所” 已在全国

八个省区市落地， 签约近 1000 台， 为超过

300 万用户提供医疗健康服务。 数据显示，

目前 “一分钟诊所” 单台每天使用已超过

100 人次。

线上线下融合 ，打造 “城市
一公里医疗服务圈”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落地， 医疗

服务领域的竞争风起云涌， 阿里巴巴、 腾

讯等互联网巨头都在布局 “人工智能+医

疗 ”， 试图从技术入手 ， 在这个产业互联

网领域分一块蛋糕。

“未来的医疗服务是融合线下和线上

医疗资源的新生态 。” 平安好医生董事长

兼 CEO 王涛认为 ， 人工智能技术可为医

院、 诊所、 药店和村医赋能。

有分析人士认为， 人工智能对于医疗

领域的影响已凸显在多个领域。 比如在图

像识别方面， 腾讯觅影在医疗影像人工智

能领域取得了突破， 已与多家医院建立合

作 ； 而在语音识别领域 ， “一分钟诊所 ”

的核心优势在于 “人工智能医生” 背后的

智能语义分析系统， 能够精准地理解患者

想要表达的意思， 这使得远程普惠医疗成

为可能。

据悉， “一分钟诊所” 已在大中型企

业、 大型社区、 连锁药店等人流密集场所

进行商业运营 ， 未来还将在学校 、 景区 、

商场、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公共服务场所普

及， 并将结合线下合作的 3100 多家医院、

6 万多家基层诊所， 打造 “城市一公里医

疗服务圈”， 快速满足城市居民即时医疗健

康需求。

①遐福养老院内环境舒适宜人 ，

老人在公共空间看书读报。

②遐福养老院配备专业寝具 ，通

过遥控可以方便老人调整寝具姿态。

③遐福养老院在入口处特意安装

了升降装置，便利老人出行。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①

②
③

制图：李洁

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落地，

医疗服务可能不再

仅仅停留在医院就

医， 它串起的是从

工作环境到消费环

境再到医疗环境的

生态圈 。 图为在

“一分钟诊所” 内，

AI 医生与在线真

人医生会轮番问

诊， 确保准确性。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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