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屠瑜）昨天下

午，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
现场推进会在徐汇区举行。本市坚

持以绣花般功夫推进长护险精细
化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服务

质量，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以零感染双保障为目标全力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上海坚持疫情

防控和确保刚需“两手抓”，实现
护理人员和服务对象“两个零感

染”，做到疫情防控和服务老人刚
性需求“双保障”。

进入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后，

有关需求评估和居家上门服务已
完全恢复常态化———

优化评估管理确保公平 完善
“四道关口”：修订印发新的评估办

理流程，通过规范评估申请规则，
完善“申请关”；增加评估结果公

示、状态评估双向修正机制，完善
“评估关”；市卫健部门完成评估标

准2.0版升级，完善“标准关”；优化

评估机构准入遴选和退出机制，完
善“机构关”。

加强服务质量精细化管理 42

项服务内容精准对接失能老人照
护需求，每一项都有规范服务标准

和服务人员资质要求。建立适应居
家护理“一对一”服务特点的质量

管理模式，初步实现服务实时签
到、实时评价，在尊重和保护老人

隐私前提下，进一步探索运用创新

技术加强上门服务质量管理。

确保基金安全可持续 医保、
民政、卫健等部门按照已制定的长

护险评估和服务规范，今年继续把

长护险试点纳入本市打击欺诈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治理行动。
截至今年6月，本市长护险试

点共服务失能老人39.1万人，其中
社区居家照护32.4万人、养老机构

照护6.7万人。享受居家照护和机构
照护失能老人的平均年龄为80.1?

和85?。现有长护险定点评估机构

34家，评估人员0.9万人。现有纳入
长护险登记的各类养老护理服务

人员 6.3万人。长护险定点护理服
务机构达 1173家。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要闻4
本版编辑 /吴迎欢 视觉设计 /窦云阳2020 年 9月 28日 /星期一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坚持以绣花般功夫推进长护险精细化管理

申城已有39.1万失能老人获益

    本市已有39.1万失能老人得到

照护。昨天下午，上海市长期护理
保险（下称“长护险”）试点工作现

场推进会在徐汇区召开。截至今年
6?，本市“长护险”试点项目已安

置社区居家照护失能老人32.4万
人、养老机构照护6.7万人。

让符合被照护条件的老人得

到关爱照护，是申城这座人民城市
建设题中应有之意。但这是一项艰

巨工程， 每位老人的健康状况、经
济条件、思想情绪都不一样，如何

把大家的事情都办好，的确是个大
难题。2017年，上海在徐汇、普陀、

金山三区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并于2018年在全市范围试点。

上海在推进“一网通办”“一网

统管”过程中，看到了赋能“长护
险”的美好前景。让政策找人，推出

试点把符合条件的老人照护起来，

以保险金融手段，解决失能老人的

养护问题，以大数据为基础，在全

市多模式落实精细化管理，为老人
提供相应的照护和服务。“长护险”

项目释放出浓浓的民生善意。

怎样对待孩童和老人？最能体
现一座城市的品性。今年在新冠疫

情下如何看护近40万失能老人，上

海社会治理体系的成绩 “可圈可

点”。 全市享受长护险居家照护的
失能老人平均年龄为80.1岁， 机构

照护的失能老人平均年龄85岁。照
护这样的高龄老人，在疫情发作初

期及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防控期
间， 护理人员和服务对象能做到

“两个零感染”，疫情防控和服务老

人刚性需求“双保障”，没有“绣花
针”般精细的管理和极大的精力心

力付出，如何做得到？

上海接下来的任务，是贯彻落

实抓好长护险试点深化完善。失能
老人“长护险”这一项目要做出长

效，就要更明确定位，抓好评估，提

升服务能力。 在上海试点中，60周
岁及以上的职保退休人员或居保

人员经评估后，可按照不同等级由
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提供相应的服

务，并按规定报销护理费用。医保、

民政、 卫健等部门按照已制定的

“长护险”评估和服务规范，今年理

应继续把“长护险”试点纳入本市
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治

理行动，确保基金安全可持续。让失
能老人老有所护老有所养， 让符合

条件的失能老人活出尊严， 才能切
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让“长护险”守护老人尊严 秦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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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继嘉松公路
越江大桥昨开工后，

黄浦江上又一座大
桥———S4公路奉浦

东桥今天开工。建成
后，这座新桥将“陪

伴”在奉浦大桥身

旁，为它分担目前超
负荷的交通流量。

S4沪金高速公
路是连接中心城

区、闵行主城片区、
奉贤、金山以及上

海至浙江方向的快
速通道。奉浦大桥

是S4公路跨黄浦江
大桥，黄浦江上第四

座大桥，1995年10月
通车，现状车道规模

为双向4车道，是S4

高速公路的一处交

通瓶颈，高峰交通
拥堵状况严重。

上海城投公路
集团第一事业部第三指挥部指挥

长吴连盛告诉记者，之前就有过在
旁建新桥的打算，但方案一直没有

敲定。因此，从空中俯瞰，奉浦大
桥的一侧有四个已建成但从未使

用过的桥墩。今天起，奉浦东桥将
以此为基础开工建设。

S4公路奉浦东桥及接线工程是

2020年上海市重大工程，由上海城
投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

大桥北起S4公路颛桥主线收费站南
侧，南至西闸公路以南，全长约8.7

公里，设计速度100千米/?时。建成
后将有效改善S4高速的通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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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孙阿姨家为小孙子选姓氏的
问题， 涉及到我国自然人的姓氏
制度。 新颁布的民法典第 1015

条在原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
自然人的姓氏制度做出了更为明
确的规定， 可以将其归纳为一个
原则和三个例外。

一个原则， 是指自然人应当
随父姓或者母姓。 这既体现出民
法典强调父母双方在决定子女姓
氏这个问题上的平等地位， 又对
我国传统文化给予了充分尊重。

在此基础上， 民法典兼顾了社会
风俗的发展变化与实际需要，不
失灵活地规定了三种在父姓与母
姓外选取姓氏的例外情形，包括：

“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

“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
而选取扶养人姓氏”以及“有不违
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对
于少数民族的自然人， 民法典规
定其姓氏可以遵从本民族的文化
传统和风俗习惯。

“孩子跟谁姓”，这个问题对
每个中国家庭都是一件大事。 在
符合民法典规定的基础上， 爸爸
妈妈还是该本着有利于家庭和
睦、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目标，

妥善决定孩子人生中的 “头一桩
大事”。毕竟，老话说得好，家和万
事兴嘛。

盛雷鸣 （上海市民法典宣讲

团成员、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观

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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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民法典》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
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
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它不仅
是我国目前为止条文数量最多的法律，共 7编、84 章、1260
条，也全面考虑到了我国人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即从生

老病死到衣食住行，从婚丧嫁娶到教育医疗，从合同、侵权到
物权、继承等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都能在其中找到答案，
它也由此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和“保障民事权利的
宣言书”。

殷骏（上海市民法典宣讲团成员、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社
会研究所所长、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民法典来了！

【专家释法】

策划

上海市司法局
新民晚报社
制作

上海市法宣办
新民晚报时政中心

新民晚报全媒体编辑中心

管阿姨：马伯伯，

看晚报啊？

马伯伯：我在看《民法典

来了，带来哪些改变？》，

蛮有意思的。
东东：妈妈，

侬看啥呢？

管阿姨：东东，前两天

《民法典》 公布了，我

学习一下。

东东：迭格跟侬

有啥关系？

管阿姨：不懂了吧，

民法典跟阿拉每个

人的生活侪搭界！

管阿姨：噢哟，孙阿

姨家为了小孙子姓

啥吵起来了。现在民

法典有新规定，我去

忒伊讲一讲。

漫画 孙绍波 文案 黄佳琪 杨洁1?法系列情景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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