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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长三角

[相关]

公 示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开展新闻记者

证核发情况自查工作并重申有关规定的紧
急通知》（《2009》299号）、《新闻记者证管理办
法》、《关于2009年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
《关于期刊申领新闻记者证的有关通知》、《关
于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单位申领新闻记者证

的通知》要求，我单位青年报社已对申领记者
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青
年报社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
示，公示期2019年4月16日—— 2019年4
月22日。举报电话为021-61177813。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苏庆先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整理报道

本报讯 下一步本市将全面推
广“社区养老顾问点”，将在长宁区
试点“社区救助顾问制度”，上海计划
出台一份“社区嵌入式养老工作指
引”，为街镇提供一个完整的、可参照
的社区养老服务模板……2019上海

“民生访谈”于4月15日—5月1日
每天9：00举行。昨天，市民政局局
长朱勤皓作为第一期嘉宾，就市民
关心的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问题
答疑解惑。

上海计划出台
“社区嵌入式养老工作指引”

去年 5 月，上海市民政局推出
“社区养老顾问”制度。实施一年来
全市已开通了104个顾问点，234位
养老顾问服务群众近2万人次，当场
答复率保持在94%以上，受到社区群
众一致好评。朱勤皓透露说，下一步
将全面推广“社区养老顾问点”，加大
布局建设力度，今年要实现街镇“社
区养老顾问点”的全覆盖，并逐步向
居村延伸。

至于老百姓最关心我家附近的
养老机构床位究竟有多少？能否让
大家排上队？朱勤皓表示，今年5月
即将推出的“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
将实现开放、透明，考虑在这个平台
上公布全市所有养老床位的信息。

“无论是公办的、公建民营的，还是民
建民营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平
台，查询到自家附近乃至全市所有养
老机构的床位信息。我们还将动态
调整、及时更新，今年力争一个月更
新一次，确保信息准确。”

朱勤皓表示，上海计划出台一份
“社区嵌入式养老工作指引”，为街镇
提供一个完整的、可参照的社区养老
服务模板。基本思路是以街镇为单
位，针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长期照护
以及高龄、独居等老年人的社会支
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构建一个
完整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朱勤皓透露，近日上海出台了一
份《促进和规范利用存量资源加大养
老服务设施供给的工作指引》，将于
2019年5月1日起实施。“将闲置资
源改建为养老服务设施，是中心城区
快速有效增加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
渠道，也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
务的重要渠道，同时还可以有效提高
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朱勤皓提到，

“工作指引”有两个亮点：一个是针对
现在改造路径走不通的瓶颈问题，明
确了存量资源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

的两条操作路径，并配套了相应的扶
持政策。另一个亮点是专门建立了
区级层面的存量资源统筹协调机制，
由民政部门一口受理，相关部门集中
决策，从而方便了社会主体办事，让
他们少跑路，少费时，少费事。

今年将试点
“认知障碍友好社区”

朱勤皓透露，今年上海将改建
1000张照护床位。同时将在社区开
展“认知障碍友好社区试点”。

去年，上海在养老机构、社区托
养机构中“新建、改建1000张失智老
人照护床位”被列入市政府实事项
目，并超额完成。今年，将继续改建
1000张照护床位。

同时，上海今年将在社区开展
“认知障碍友好社区试点”，主要围绕
认知障碍的社区宣传引导、筛查评
估、早期干预、专业照护、家庭支持等
服务，在社区内形成关注、关怀、关爱
认知障碍老人及其家庭的良好社会
环境。年内，先在20个街镇开展试
点。

朱勤皓表示，2022年全市力求助
餐服务场所和服务对象“双翻番”。
服务场所由800个增至1600个，其中
社区长者食堂不少于400个；服务对
象由日均8万人增至16万人。

为实现“双翻番”目标，一方面各
街镇将依托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等场所，建设社区长者食堂；一方面，
鼓励街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合作共
建等方式，支持社会餐饮企业开展助
餐服务。同时，鼓励街镇辖区内的单
位食堂提供助餐服务，支持引入依托
中央厨房加工、在餐车加热供餐的

“移动型”助餐车进小区服务和送餐
到户服务。

4月初，上海又一次调整了“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项社会
救助标准。朱勤皓介绍，每年 4 月
份，上海都会调整“低保”等社会救
助标准。今年已是第二十三次了。

“就低保标准来说，从去年每人每月
1070 元 提 高 到 1160 元 ，增 幅 为
8.41%。”

朱勤皓特别提到，从今年5月起
《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就要正式实
施了，其中有很多新的举措和创新。
比如，明确了“本市社会救助制度要
与法定赡养、抚养、扶养相结合”，目
的是要弘扬尊老爱幼的社会美德。

“我们正在着手将基层救助工作与我
们已经开展的‘社区民生顾问制度’
结合，将在长宁区试点‘社区救助顾
问制度’。”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4月15日，长三角“沪-
温”轨道交通乘车码互联互通启动仪
式于温州轨道交通S1线惠民路站举
行，这标志着继“沪杭甬”三城地铁二
维码互联互通后，上海与温州两地也
实现了“沪-温”城轨在二维码乘车上
的联通。预计本月底前，“沪杭甬温”
四城之间也将实现互联互通，进一步
推进长三角交通一体化发展。

一个APP可乘沪温两地地铁
据介绍，自4月15日起，温州市

民可以使用“温州轨道”APP中的乘车
码，直接扫码乘坐上海地铁。同样，
上 海 市 民 也 可 以 凭 借 上 海 地 铁

“METRO大都会”APP，除在上海本地、
杭州、宁波使用外，还可以直接用二
维码乘坐温州轨道交通S1线以及后
期陆续开通的其他线路。经常来往
沪、温两地的市民只需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乘坐两地的城市轨道交
通。

据悉，“沪-温”城轨乘车二维码
的互联互通不仅方便了两地市民的
日常出行，也为后续更多城市顺利加
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各方
还将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力争在本月
底前实现“沪杭甬温”四城轨道交通
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的目标。届时，

上海、杭州、宁波、温州四座城市的市
民去往其中任何一座城市都将体会
到如同在本地乘车刷码的便利。而
城市间的互联互通进程还将在长三
角其他城市中持续快速推进，惠及更
多长三角市民。

将持续优化上海地铁过闸体验
随着上海超大规模轨交网络的

持续发展，网络总客流不断攀升。据
统计，今年一季度较去年同期增长
4.9%，而3月份以来的工作日日均客
流已超过1220万人次，单日最高客
流 更 是 突 破 1300 万 大 关 ，达 到
1329.4万人次。因此，使用交通卡、
手机、单程票等乘车凭证通过车站闸
机的乘客数量也在“水涨船高”。

申通地铁表示，为不断优化过闸
服务体验、保障进出站安全，上海地
铁将采取多项措施，将对闸机读卡装
置进行优化改进，采取实时分析和动
态跟踪技术，发现故障或读取迟滞等
问题将及时调整更新。持续优化

“METRO大都会”APP软件设计，让乘
客用户感受到更好的快速刷码过闸
体验。积极沟通协调信号运营商，合
力持续强化手机信号覆盖广度和强
度。同时还会加强上海地铁乘客用
户投诉改进反馈机制，坚持每天开展
相关系统设备的跟踪分析，不断优化
和完善票务设备等状态。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工作

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时，长三角资本

市场服务基地近日正式在浦东启用。

据悉，作为承担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和科创板两大任务的载体，长

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采用线下+

线上的双重服务模式，发挥上海金融

要素市场集聚辐射功能，满足长三角

企业多层次融资需求，优化区域内的

资源配置。

接下来，基地将争取尽快覆盖长

三角主要城市，形成1（张江基地）+N

（长三角其他城区）的联动。

青年报记者 郭颖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一小块街头绿地、一个
精致的街角花园、一处浸润着人性关
怀温度的公共广场……走在徐汇的
街区，居民会发生身边社区正发生点
滴的喜人变化。记者从徐汇区政府
日前召开的“微设计、微更新、微治
理”——徐汇首创社区规划师制度十
年座谈会上获悉，从今年开始，徐汇
将在全区全面实施社区规划师制
度。座谈会上，徐汇区区长方世忠亲
自为13位社区规划师颁发了聘书。

“下阶段，我们应当吸引更多专

业人才投身社区规划与发展中。”方
世忠表示，徐汇出台了区规划委员会
工作章程，组建了区规划设计院，形
成了区规划委员会-社区规划师-区
规划设计院的三级管理体系。此外，
要结合精细化管理和政府目标管理，
细化优化架空线入地、街区业态调
整、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绿化景观品
质提升等年度项目的实施方案，充分
重视社区规划师的专业指导，安排好
设计经费等资金保障。同时，要加强
宣传推广，通过举办创新创意设计大
赛等方式，吸引更多规划设计人才、

“社区达人”投身社区规划与发展。

徐汇全面实施社区规划师制度

2019上海民生访谈：对话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朱勤皓

市民的智能“养老顾问”将上线
长三角轨交“一码通”又添新成员
4月15日起“上海-温州”城轨二维码互联互通

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在浦东启用

地铁公司将持续优化上海地铁过闸体验。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