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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颖文

曾被判定为“不适合加梯”的老房经

由各方攻坚，“啃”去硬骨头，为居民争取

来“上上下下的享受”；曾每天真实上演

“抢车位”的老小区，创新联动“美丽家

园”建设，盘出100多个停车位；养老机

构专注轮椅“适配度”与环境营造，让老

人们感受到方便与被尊重……

民之所盼，施政所向。基于每年扎

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基础上，近年，聚焦

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上海推

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停车难

综合治理工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工程等16项民心工程。2021年，多项民

心工程超额完成目标。如今，民心工程

的推进再度迈入新阶段——以攻坚克难

的决心因地制宜解决“个案问题”，以绣

花功夫的精心打磨细节放大百姓感受

度，让民心工程真正得民心。

攻坚克难，把“不可
能”变成“可能”

前不久，家住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北

蒙三小区的徐阿姨，拿到了红彤彤的加

梯签约本，再不用羡慕小区里其他楼栋

的邻居，自己家也能“一键直达”了。徐阿

姨所住的21号楼，由于与毗邻的20号楼

形成回字形内天井，且地下有个大型防

空洞，这栋楼曾被判定为“不适合加梯”。

只要有利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事，再难也要想办法解决，再难也一定能

想到办法解决。无论是老房加梯，还是

老小区停车，当遇到棘手“个案”，各方以

攻坚克难的决心，积极调动资源，制定个

性化解决方案，把桩桩件件承载着“大民

生”的“小事情”做到百姓心坎上。

面对21号楼的难题，打浦桥街道联

动市区资源，邀请专家“会诊”。最终决

定在地面加高20厘米混凝土，加固后再

向下挖基坑至防空洞上方，把“不可能”

变成了“可能”。

这类破题比比皆是。比如，四四方

方的41号楼靠外侧是居民家窗户，内侧

是天井，最终在全市首创内天井楼加梯；

50号楼电梯优化为双开门电梯，保障了

底楼居民的隐私和采光，得到了更多居

民支持。

中心城区寸土寸金，在老旧小区盘

出一片“加梯空间”尚属不易，新增停车

位更要想方设法。在虹口区，老小区秀

苑近期成功盘出100多个车位。这处位

于凉城新村街道广灵四路492号的停车

库，由区民防办、凉城新村街道、虹口城

发公司联合打造，地下车库入口位于小

区绿地旁，涵盖31个常规车位、10个母

子车位，还配置了14个通用智能充电

桩。车库的改造融入了小区“美丽家园”

改造方案中，对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同

时通过对小区车位的重新规划，又增加

了数十个地面停车位。施工工程对车库

顶棚和周边进行绿化景观提升，不仅“一

平方米绿地也没减少”，还通过造景让社

区面貌更整洁靓丽。

全市层面，聚焦老旧小区“停车难”

问题，除继续发力建设公共停车泊位，还

因地制宜鼓励机关大楼、商场等提供“错

峰共享车位”，有效缓解居民停车难题。

绣花功夫，打磨细节
放大获得感

“坐轮椅的老年人，一般眼高约110

厘米，把房间门牌设计成斜面，他们就可

以不费力地仰头辨认了。”这是上海市第

四社会福利院众多“细节”布设中的一

个，也是上海以绣花功夫打磨民心工程

细节的缩影。

作为一家为社会孤老、寄养老人提

供照料、娱乐、康复和医疗等服务的机

构，第四社会福利院早在内部装修、环境

布局初期，就结合老人生活功能进行设

计，打造了便捷舒心的共融生活空间。

空间设计中，特别考虑轮椅老人的视觉

和活动半径，比如，这里的空间宽幅达到

了普通人的1.5倍。同时，通过康复治疗

师的“牵线搭桥”，帮助失能老人找到“适

配”的轮椅，能根据使用者的体型、习惯

等，从尺寸大小、座位宽窄深浅到靠背高

度，甚至脚踏板到坐垫的距离等，一一精

准贴合，让轮椅老人从众多细节中感受

到被尊重。

除养老机构，“原居安老”也在社区

探索定制化“家庭照护床位”服务。黄浦

区五里桥街道是《上海市开展家庭照护

床位试点方案》首批试点街道。这里推

出的“家床组合服务包”，包括身体照护、

居家清洁、代配药、陪医、代买、代办、夜

间应急响应、送餐、居家烧饭菜等项目。

此外，老人还能选择叠加“家床膳食服务

包”“认知症照护包”等服务包，以“打包

组合”方式贴合老人及家属需求。而在

老西门街道，则联合辖区内养护院推出

“家床”服务系列，提供从最低360元每

月的“标准化服务包”，到包含多项服务的

“个性化服务包”。

越来越多的民心工程以更精细化的服

务，不断跑出“加速度”，更有“妥帖度”，也

在实践中得到了更具体的政策支持。

譬如，老房加梯，有了指导性文件，涉

及“全生命周期管理”方方面面：《上海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操作指引》出台，指导不

同楼层出资比例，促进了居民意愿统一；

《关于加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管理的

指导意见》的出台，则推动物业全程参与加

梯，形成“建管并举”的新局面。

既有多层住宅加梯等16项民心工程中，去年多项超额完成目标

因地制宜解决“个案问题”，精心打磨细节放大百姓感受度

做细做实做好承载“大民生”的“小事情”

老房加梯

去年完成1579台、
签约6073台，“规模化量产”数字
是此前十年加梯总数的3倍

今年力争签约5000台、完工2000台

居民平均期望寿命

当前达到84.11岁
较2012年提升1.7岁

宝山九村小区多幢住宅楼加装电梯方便社区居民出行。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本报记者 唐闻佳

令人向往的城市，也应是一座健康

的城市。这是一组让上海引以为豪的数

据——当前上海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到

84.11岁，较2012年提升1.7岁；地区婴儿

死亡率2.30/千，较2012年下降54.37%；

孕产妇死亡率1.60/10万，较2012年下降

77.46%。本市各项主要健康指标持续保

持世界领先水平，市民健康素养水平逐

年提升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以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国家试点为抓手，全生命

周期保障人民健康。非凡十年，卫生健

康事业直击民生难点痛点，推出硬招实

招，围绕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做好“加法”，

全力提升市民获得感。

长护险为失能老人家庭
“托一把”

“阿公，我来了。”上午10点，长护险

护理员石莉准时来到长宁路兆丰别墅小

区一户长护险居民家中，与91岁的张老

伯打过招呼后，取出公司为护理员配备

的智能设备，登录系统并经认证通过后，

开始帮助老人进食，为老人擦身。

“服务很规范，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

忧。”老伯女儿说，父母长寿，小辈开心，

但眼看自己也迈入老年队伍，“小老人”

照护“老老人”，越来越力不从心。好在

长护险的出现，满足了很多家庭的刚需。

上海是全国深度老龄化城市之一，

如何更好实现“大城养老”，上海为全国

探路。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层面全面试点

长护险制度的城市，2018年，长护险在上

海全市试点，4年来务实推进。据上海市

医保局统计，当前本市有近40万失能老

人正在享受长护险，占全市老人总数的

约7%，老人平均享受年龄近83岁。其

中，近30%为重度失能老人，可享受每天

1次1小时的居家上门服务，大大提高了

老人的生活质量，有效缓解了家属的照

护负担。而且，长护险每月可为失能老

人支付约500至1800元不等的费用，进

一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目前，国家及本市长护险仍处于试

点阶段，作为一项社会保险制度，长护险

专门服务失能老人——这一认识渐为大

众接受。在上海，试点还在不断深入。

2021年，为进一步增强上海长护险失能

老人服务和待遇的可及性、延续性，上海

参保人长护险待遇向长三角地区延伸的

试点启动。符合条件的上海失能老人，

入住相应的长三角养老机构，可享受长

护险待遇的延伸结算，与本市老人“同政

策、同待遇”。该试点已纳入15家连锁

养老机构，覆盖10座长三角城市。

数字化转型牵引便捷就
医新场景

看病能否再少些等待？就医环节能

否再优化？针对百姓就医过程中的“痛

点”，2021年，上海选择11家试点市级医

院和4个试点区以数字化转型牵引便捷

就医进程。

目前，数字化转型1.0版的七大应用

场景建设已初步显效，各级医疗机构门

诊号源排班，全部控制在60分钟内；试

点医院持续提升精准预约时段精度，控

制在30分钟内；患者利用候诊时间提前

录入临床专科预问诊3.5万余份，实时同

步至医生门诊电子病历；具备互联网医

院资质的医疗机构，已实现核酸检测线

上医保支付功能建设……

市卫健委表示，数字化转型2.0版已

在推进中，将立足群众就医需求，并

兼顾医院智慧管理，推进建设门

诊智能分诊导诊、智能院内

导航、智能识别通行、医疗

收费电子票据、智能诊

后管理、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中药代煎配

送、便民“一键呼

救”等新七大应用场景，与此同时，增设

三大数字健康城区，打造三大未来医院，

通过增设数币支付渠道等方式深化医疗

付费“一件事”，让就医更便捷。

2021年，市卫健委印发《便利老年

人就医实施方案》，通过保留人工窗口、

老年友好医院建设等关照老年群体就

医习惯，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

中，努力“不让一人掉队”。

老有所依享照护 就医体验更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