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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本市将再探索试点“社
区救助帮困顾问”，进一步推出“智能
养老顾问”，试点“时间银行”方案，年
内上海将建设“社区云”信息平台
……市政府昨天下午召开全市民政
工作会议，明确了2019年上海民政
工作的重点任务。

探索试点“社区救助帮困顾问”
记者从会上获悉，上海今年将继

续抓好社会救助的“提标”和“扩面”，
科学调整城乡低保标准，不断扩大救
助保障覆盖面，确保本市低保标准增
幅不低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同步调整其它各类救助对象补助标
准，确保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使之
共享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成果；在
2018年推出“社区养老顾问”“社区
退役军人事务顾问”等两项“社区民
生顾问制度”试点的基础上，再探索
试点“社区救助帮困顾问”。

今年，上海将继续提升社会救助
规范化管理水平，以低保专项治理为
核心，继续开展“社会救助管理服务质
量年”工作，全面排查“人情保”“错保”

“漏保”等问题，坚决捍卫本市低保制
度的公信力；重点研究社会救助对象
违规处罚路径等难点问题，强化居民
经济状况核对能力，发挥其公共资源
分配、社会政策准入的“尺子”功能。

今年，上海还将继续加强流浪乞
讨救助管理，以“助您找到家”行动为
核心，进一步发挥长三角救助管理联
动机制，加大跨省甄别和寻亲力度；
继续开展职业乞讨专项治理活动，加
强对重点区域禁止乞讨的管理。

此外，上海还将继续推进慈善事
业发展，力争年内实现慈善超市街镇
全覆盖；加强慈善信托备案管理，推
动慈善信托信息公开。

继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今年，上海的社会福利工作将以

“高质量发展战略”为主线，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和发展水平，为老年人、儿
童和残疾人提供更多优质服务。

在养老服务领域，上海将坚持
“9073”养老服务格局和“五位一体”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继续探索完善超
大型城市养老服务的“上海模式”。
一是继续大力发展“嵌入式”养老，以
大多数老年人社区养老为前提，做实
街镇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整合各
类为老服务资源，通过“织密”“织牢”
养老服务网，在城区打造“15分钟居
家养老服务圈”，提供融合助餐、日托、
全托、医养结合等为一体的综合养老
服务，让养老服务更加“触手可及”；持
续推进“长者照护之家”建设，进一步
推动“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融合
发展；在推广社区“养老顾问”制度，养
老顾问点实现街镇全覆盖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出“智能养老顾问”。

二是继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确
保年度市政府为老服务实事项目保
质保量完成；探索中心城区闲置资源
改建养老设施的方案，丰富养老服务
供给；大力推进社区助餐服务，在市
政府实事项目基础上，依托社会已有
餐饮平台，探索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助
餐服务，力争到2022年，全市社区老
年助餐设施数量和供应量两个“翻一
番”，即设施总量达到1600家，供应量
达到65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的5%；
继续实施“老伙伴计划”，试点“时间银
行”方案，广泛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为

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相应服务；探索
建立“认知症障碍老年人”综合照护
体系，建立相关设施建设、入住测评
等流程标准，回应群众需求；按照“放
管服”的总体要求，细化机构设置标
准和服务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三是围绕乡村振兴总体战略，全
面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促进城乡养老
服务均衡发展，重点推进镇有“院、
所”、村组有“点”建设，即：在镇（乡）
层面，坚持推进农村薄弱养老机构改
造，使每个镇（乡）至少有1个标准化
养老机构；在村组层面，推进“睦邻
点”建设，力争年内新增 700 家，到
2022年全市农村睦邻点总量不少于
2500家。四是深入推进“长三角养老
一体化”建设，培育长三角养老服务
品牌，建立“优质诚信养老机构品牌
互认和推介机制”“养老机构行政处
罚和失信行为定期通报机制”；推动
在长三角区域内，实现优质连锁养老
机构享有同等待遇。

在儿童福利领域，今年上海将针
对困境儿童保障政策的落实情况展
开督查。同时，研究制定有关“社会
办儿童照料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

在残疾人福利领域。今年，上海
将深化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区试点
建设，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搭建康复
辅具产业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构建康
复辅具服务网络，推进康复辅具进机
构、进社区、进家庭；研究制定相关康
复辅具目录和行业标准。

年内建设“社区云”信息平台
2019年，上海将坚持重心下移、力

量下沉，按照精细化管理的原则，进一
步打造社区治理创新的“上海模式”。

今年，上海将通过区分中心城
区、城郊结合部和远郊地区，遴选一
批试点单位，探索社区分类治理；通
过总结梳理上海超大城市基层社会
治理的创新实践和经验模式，打造上
海国际化大都市的社区治理品牌项
目；通过修订出台《上海市社区工作
者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队伍定位、
规范合同管理、做实考核机制，提升
规范化管理水平，深化社区工作者队
伍建设；通过完善“有困难找居村”工
作机制，推行居村服务的“全岗通”制
度，以及加强在农村社区推广“阳光
村务工程”，进一步完善居村委会便
民服务；此外，年内上海还将建设“社
区云”信息平台，整合各区已有的信
息平台，聚焦精细化和智能化，为社
区治理和社区服务提供更便捷、更高
效的信息支撑。

启动“品牌社会组织”计划
2019年，上海将以优化登记管

理和服务为抓手，推动社会组织更好
地服务本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完善
与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水平相适
应的上海社会组织发展模式。

今年，上海将探索启动“品牌社
会组织”计划，分类别、分领域，选取
一批具有代表性和行业领军性质的
社会组织，打造上海社会组织品牌，
挖掘一批社会组织领军人才，扩大上
海社会组织影响力。同时，在符合上
海城市发展和功能定位的产业领域，
创造条件，积极吸引全国性、国际性
社会组织落户上海。

今年，上海还将进一步完善社会
组织登记制度，尤其是继续深化网上
办事平台建设，做好全流程网上审批
的过渡衔接，完善办事指南，优化办
事流程，进一步释放社会组织活力。

本市继续大力发展“嵌入式”养老

城区打造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通讯员 潘明华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卫生健
康委获悉，2018年上海户籍人口期
望寿命 83.63 岁（男性 81.25 岁，女
性86.08岁）；上海地区婴儿死亡率
为 3.52‰；上海地区孕产妇死亡率
为1.15/10万。平均期望寿命持续
攀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
进一步降低，市民三大健康指标已
连续十多年保持国内领先，并达到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领先水平，为
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奠定扎实的健
康基础。

据悉，三大健康指标是世界卫生
组织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卫生健康
水平的最主要标准。改革开放 40
年，上海市民的三大健康指标始终位
居世界第一梯队。记者了解到，上海
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多部
门联动，全社会支持，勇挑全国医改
先行先试重担，卫生事业取得跨越式
发展，织牢织密了一张城市健康“守
护网”。

上海坚持预防为先，把卫生资源
用在刀刃上。积极应对“甲肝”，成功
抗击“非典”和人感染H7N9禽流感，
在全国率先消除血吸虫、丝虫病、脊
髓灰质炎、疟疾等疾病……经历了一
次次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考验。目前，
上海市民可免费获得12大类42项
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服务，儿童免疫规
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9%以上。上海
连续四轮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为
健康城市“强身健体”。

上海大力推进亚洲医学中心城
市建设，推动重点临床专科“腾飞计
划”。健全完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
络，拥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5272
家，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每
个郊区至少有一所三级医院。老百
姓“用脚投票”，上海“医学高地”吸引
了大量国内外患者，已成为异地患者
流入最多的省份，服务长三角、服务
全国的能力不断增强。

同时，上海注重“强基层”，积极
构建合理的诊疗秩序，在全国首创医
联体和家庭医生制度。目前，全市已

建立区域医联体、专科医联体40多
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同质化。为了
让社区“小地方”解决更多百姓健康

“大问题”，上海重点推进家庭医生制
度，“1+1+1”家庭医生组合签约已
超 670 万人，做实做深做细预约就
诊、优先转诊、便捷配药、优先家庭病
床等惠民举措，居民的基本健康需求
在家门口得到有效满足。

为保障每一位母婴安全，上海率
先在国际上设立妇幼生命救治网，即

“5+6”市级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
会诊抢救中心；率先在国际上开展保
健与临床紧密结合的“五色法”服务
管理，实现母婴保健、妊娠风险干预、
疾病筛查等均等化服务。在国内率
先发布儿童、妇女健康服务能力建设
两个专项规划，全覆盖构建五大儿科
联合体、“两癌”疾病筛查等健康服务
网，实现母婴保健、妊娠风险干预、疾
病筛查等均等化服务。上海经验得
到国际组织充分肯定和赞誉，已在全
国推广。

为争分夺秒抓住患者的黄金抢
救时间，上海构建水陆空立体化医疗
急救体系；急救站点平均服务半径
3.6公里，每3万人口拥有1辆救护
车，平均反应时间12分钟，为历年最
好水平，并拥有了通过世界卫生组织
认证的首支国际应急医疗队。

此外，上海在卫生资源配置中不
断向“老”和“小”等特殊群体倾斜。
全市大力加强医养结合和老年护理，
积极推进康复医院转型，在280多家
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设立临终关
怀和安宁疗护模式，让生命终点充满
温情。

在被誉为健康界“奥林匹克”的
第九届全球健康大会上，时任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称赞上海是
健康城市工作的样板城市。市卫生
健康委主任邬惊雷表示，2019年是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第一年，上海将构
建以家庭医生服务为重要支撑的社
区健康服务体系，通过完善公立医院
治理机制，推进医药卫生信息互联互
认，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等举措，
不断提升市民的健康水平。

上海市民健康三大指标再创佳绩

去年户籍人口期望寿命83.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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