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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天，上海社区“养老顾
问”的试点工作正式启动。首批68家
社区“养老顾问”点正式挂牌，试点运
行，接受市民咨询。据悉，68家顾问
点覆盖了全市15个区。未来，市民政
部门或将推出更多“社区民生顾问”。

社区“养老顾问”出炉
可促进养老服务供需信息对称

为什么要试点推行社区“养老顾
问”呢？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蒋蕊给
出了答案，她认为，社区“养老顾问”
出炉可以促进养老服务供需信息对
称。目前，上海的各类养老服务资源
比较丰富，已建有703家养老机构、
127家社区长者照护之家、560家老
年人日间服务中心、334家社区居家
服务组织等。同时，也制定了不少有
关社会养老服务的政策。但是，近一
个时期以来，市民政部门在居村社区
所作的大量基层调研发现，不少老年
人在需要养老服务的时候，往往还是
感到对政策不清楚、找资源有困难。

“我们认为，这是老年人对身边的养
老服务资源不了解、不熟悉，以及供
需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问题。推行社
区‘养老顾问’，可以为老年人解释相
关政策、介绍养老服务资源、推荐适
合自己的养老服务项目。”

她还介绍说，在传统观念中，养
老服务的主要选择是进养老机构，但
事实上，在社区有很多居家养老服务
的类型，比如提供短期托养服务的长
者照护之家、提供日托服务的老年人
日间服务中心、提供上门养老服务的
居家服务组织等等。社区“养老顾
问”可以帮助有需要的老年人选择适
合自己的服务形式，让养老服务的资
源合理配置。

“社区‘养老顾问’还可以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下移，扎根在社区中为老
年人提供服务，很多顾问员都是基层
从事养老服务的工作人员，‘养老顾
问’通过给基层‘增能’的形式，将老
人的急难愁问题解决在基层，提升基
层的凝聚力。”蒋蕊介绍说，一言蔽
之，“养老顾问”制度，就是利用各类
社会服务设施、机构和人员等资源，
为市民特别是老年人寻找养老服务
提供支撑，让“养老顾问”帮助老年人
分析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到哪里
去找到合适、匹配的服务，使养老供
需信息对称、养老资源分配优化。

首批试点社区“养老顾问”服务点
设在街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内

考虑到街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的条件已相对成熟，故首批公布试点
的社区“养老顾问”服务点，都设在街
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内，依托现有工
作力量以及街镇其他养老工作管理
人员，提供顾问服务。

今后，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市民政部门还会考虑将社区“养
老顾问”服务点，设在居村委会办公
接待场所内，依托居村委会成员提供
顾问服务，或设在社区专业养老服务
机构内，依托机构管理或服务人员提
供顾问服务。

据悉，社区“养老顾问”的服务分
为基本服务和拓展服务两类。其中，
基本服务主要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
务资源介绍，包括辖区内养老机构、
社区托养机构等各类养老设施以及
各类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等信息；提供
养老政策指导，包括养老服务补贴、
长期护理保险等基本公共政策的指
导和办事指南。

“同时，对于设在街镇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内的社区‘养老顾问’点，我
们希望在做好基本服务的基础上，能
够开展拓展服务，比如：开发和推介
适合不同老年人特点的养老服务清
单，提供家庭养老支持，组建顾问团
队定期或不定期到社区做巡回宣介
等。”蒋蕊介绍说。

目前，市民政部门正在研究社区
“养老顾问”的功能拓展，主要举措有
两个：一个是依托市综合为老服务信
息平台，开发智能“养老顾问”系统，
供市民和顾问点查询、使用，为社区
养老顾问服务提供信息支撑。另一
个是市民政局与上海电台“市民政务
通-直通990”栏目初步达成了合作
意向，将共同设立一个“空中养老顾
问”，让养老顾问员走进演播室，给听
众朋友现场提供政策咨询、链接养老
资源、参谋养老方式。

社区“养老顾问”，是上海民政工
作的一个探索。未来，在社区“养老
顾问”试点的基础上，民政部门还会
考虑在街镇、居村等层面推出一系列

“社区民生顾问”制度，在各类民生需
求和各项民生保障政策之间架起直
接沟通的桥梁和机制，更有针对性满
足群众的个性化需求，彻底解决服务
供给与群众需求脱节的问题，进一步
畅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首批68家社区“养老顾问”点正式挂牌试运行

将老人的“急难愁”解决在基层

社区“养老顾问”进一步畅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
队近期开展了市民租房现状与意愿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受传统住房观
念、租赁关系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市
民长期租房意愿不强，六成以上受访
者倾向于购房。

此次调查的1389位市民中，目
前租房居住的有 548 位，占 39.5%。
调查显示，70.7%的受访者租房观念
为“追求性价比，但需要一定租房保
障”（平衡型），4.8%为“愿支付更高租
金享受更好的条件和增值服务”（享
受型），24.5%为“价格优先，租房条件
差点无所谓”（经济型）。

同时，租房观念与收入水平密切
相关，高收入者享受型比例明显较
高，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受访者中
享受型比例为45.1%，而年收入5万
元以下者经济型比例为24.5%。

有75.4%的受访者可接受的租住
面积在 5～30 平方米。调查显示，
31.2%的受访者可接受的人均租住面
积为5～15平方米，44.2%选择15～
30平方米。

在租房期望方面，从租房渠道来

看，45.6%的受访者倾向于通过规模
化、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23.3%倾向
于个人对个人租赁，15.3%倾向于公
租房，14%倾向于通过房产中介公司
租赁；从房型看，小户型的房源较受
青睐，54.9%的受访者期望两居室，
22.5%期望一居室，20.7%期望三居
室，1.9%期望四居室及以上；从合约
期限看，受访者期望中短期合约，对
于长期租赁需求较少，59.2%的受访
者希望租房合同签订的合约期限为
1～3年，18.6%期望1年以内，15%期
望3～5年，7.2%期望5年以上；从房
源条件看，受访者在租房时最看重的
因素是交通便利、生活配套设施、房
屋居住条件和舒适性、与工作单位距
离、周边公共服务、租房稳定性。

从长期意愿看，60.8%的受访者
倾向于购房，22.6%倾向于租房，
16.6%说不清。影响受访者长期租房
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传统住房观念、租
赁关系不稳定、房屋本身保值升值预
期、称心房源难找、租购不同权、家庭
子女因素、租房市场法规欠缺等。因
此，从长期看，发展规模化、专业化住
房租赁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租赁相
关法规至关重要。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上
外、虹口宣传部主办的“2018大师对
话：鲁迅与但丁-上海学术交流会”
日前在上外举行。本活动从第一届

“大师对话：鲁迅与托尔斯泰”开始，
已成功举办了三期。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岩松、交
大教授王锡荣、上外文学研究院院长
郑体武、外事处副处长王征、西方语
系副教授王建全等出席。现场，但丁
家族代表团和鲁迅长孙周令飞也来
了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对话。

鲁迅是虹口一块响亮的文化品
牌，且与虹口有着割舍不断的历史渊
源。1927年10月，鲁迅携夫人许广
平入住景云里23号。一代文坛巨匠
定居虹口。鲁迅寓居虹口 10 年期

间，写下大量揭露和鞭鞑社会黑暗势
力的檄文，也与许多进步人士和共产
党人结下深厚友情。

交大教授王锡荣介绍说，从鲁迅
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里显然可
以看出，早在那时起，鲁迅就已经拜
读过但丁的作品了，并且对他的作品
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王锡荣分析说，其实，鲁迅谈论
的不仅仅是但丁，而是在谈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甚至是人类的精神支
柱。在鲁迅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如果不能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
音，就没有精神支柱，就是弱小的、
落后的，支离破碎的。但丁代表了
意大利的民族凝聚力，这正是当时
中国所缺乏的。鲁迅当时所关心
的、所呼唤的，正是这样一种民族精
神支柱。

愿意租房还是购房？市民租房现状与意愿调查显示

六成以上受访者倾向于购房

“2018大师对话”活动在上外举行

鲁迅长孙对话但丁家族代表团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本报讯 上海市知识产权联席会
议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
室近日联合召开2018年上海知识产
权情况通报会。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
秘书长、市知识产权局局长陈亚娟表
示，2018年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颁布实施10周年，十年来，上海的
知识产权工作实现了跨越发展，在知
识产权管理、创造、运用、服务、保护等
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和显著进步。

目前全市共有专利代理机构
133家和执业专利代理人1169名。
知识产权资源运营流转日趋活跃。
全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上海代

办处共办理专利权质押融资62笔，
融资额折合人民币6.6亿元；全年全
市共有57家企业办理专利保险，保
费额 57.8 万元，投保额 2508 万元。
上海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实现知识产
权意向挂牌项目888宗，成交20宗，
成交金额近1.48亿元。上海市重点
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对1家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2家科技企业进行股
权投资，投资金额7500万元。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全年完成全市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72件，涉及合
同金额3.61亿元，同比增长59%；完成
全市专利技术合同认定33项，涉及合
同成交金额 3.28 亿元，同比增长
162%。

上海知识产权工作实现跨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