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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改善城乡居民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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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近日，《上海市进一步完善多元

支付机制支持创新药械发展的若干

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出

台。《若干措施》包括9个方面28条，

提出加强“医保、医疗、医药”联动协

同，推动将更多优质的创新药械纳

入基本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支付范

围，提升创新药械的可及性和可负

担性，推动将更多前沿的、疗效好的

创新药械投入临床使用，促进医疗

技术水平提升，最终使患者受益，促

进健康水平提升。

昨天下午，上海召开新闻通气

会介绍和解读《若干措施》。

加强商业保险供给
《若干措施》显示，在多方合作

加强商业健康保险产品供给方面，

重点包括支持将创新性强、疗效确

切、临床急需的创新药械纳入商业

健康保险支付范围。在做优做强

“沪惠保”品牌方面，优先推荐上海

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纳入

“沪惠保”特药目录。

市医保局透露，2023年“沪惠

保”投保超过600万人。将支持商保

公司开发更多费用低廉、保障范围

合理的产品，将更多创新药械纳入

支付范围，很快会新增5款个人账户

专属产品。

加大医保支付支持
《若干措施》明确，在加大创新

药械医保支付支持方面，重点包括

支持创新药参与国家药品目录谈

判，在支付方式改革方面对创新药

械予以倾斜，加快电子处方流转平

台应用，促进国家谈判创新药快速

落地等。

市医保局表示，《若干措施》提

出在信息共享、产品开放、参保理赔

等方面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引

导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充分发挥好补

充保障的作用，将有效推动上海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市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加快创新药械应用
《若干措施》指出，加快创新药

械临床应用方面，重点包括开通创

新药挂网“绿色通道”，重申取消医

院不合理限制，加大对创新药械医

保支付和挂网支持等。

市卫健委表示，下一步，将引导

医疗机构进一步简化创新药械入院

流程，大力增加创新药械临床使

用。根据临床需求“应配尽配”，建

立医疗机构创新药械配备动态调整

机制。对涉及创新药械的临床技术

创新项目，开启“绿色通道”，按照一

事一议原则，及时组织专家评估，更

好更快地支持创新医疗器械的临床

应用。加强宣传推广，使医疗机构

熟悉和了解创新药械的性能优势和

支持政策，进一步提高医疗机构对

创新药械的临床使用需求。

激发企业创新能力
市经信委介绍，2019年至今，本

市获批一类创新药累计19个，约占

全国1/4，三类创新医疗器械累计26

项，约占全国1/6，涌现出呋喹替尼、

多格列艾汀片、质子治疗系统、探索

者PET-CT等一批创新药械产品。

本市开展一系列创新布局，重点推

动细胞与基因治疗、合成生物、手术

机器人、高端影像设备等领域创新

发展，未来将孕育一批新产品、新技

术和新疗法造福民众。

《若干措施》有望进一步激发企

业创新能力，进而推出更多满足临

床需求的创新产品。例如，近年本

市提前布局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国际

前沿的创新疗法，目前进入收获期，

已上市两款CAR-T细胞治疗产

品。这两款产品定价均在120万

元，其适应证范围每年全国新发病

例约1.3万，但截至2022年底，应用

者仅500人左右。受限于个人支付

能力，大批适用人群无法应用这一

先进的细胞疗法。《若干措施》从支

付端形成多方共担的支付机制，有

望为人民群众用上更优的创新医药

产品提供保障。

本报记者 屠瑜

创新药械：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

本报讯（记者 鲁哲）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民政局日前

联合印发《上海市“15分钟就业服务

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建设指引》。

记者昨天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获悉，建设社区就业服务站

点的目的是推动党建引领基层就业

服务，深入贯彻实施《上海市就业促

进条例》，落实本市《关于“十四五”

期间全面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

行动的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健全

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重点群体

就业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指引》明确，要认真践行人民

城市理念，将基层就业服务融入党

建，全面推进“15分钟就业服务圈”

社区就业服务站点建设，加强高校

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

就业帮扶，把就业服务及时送到社

区居民手中。

《指引》要求各区精准锁定重点

群体人数多、就业帮扶需求大的区

域，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基本单

元（片区）层面，依托党群服务中心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基层公共就

业服务平台、社工站等各类公共服

务平台内部共享空间，嵌入式设立

社区就业服务站点，满足重点群体

就业服务需求。到2023年底，确保

每个街镇至少建设或试点1个社区

就业服务站点。

《指引》重点明确了社区就业服

务站点的六项基本功能：

■ 就业需求排摸 就业服务人

员走访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服

务对象，形成个性化就业服务档案，

动态更新服务对象就业失业状态，

跟进提供服务。

■ 就业岗位筹集 筹集社区周

边用工企业、个体工商户、家政企业

和平台企业岗位，开发社区公共服

务资源，收集岗位信息，为服务对象

提供更多就业选择。

■ 就业供需匹配 提供岗位信

息查询和推荐服务，上门推送就业

岗位信息。开展职业指导，指导帮

办就业参保登记。

■ 就业能力提升 宣传推介职

业技能培训，提供针对性个性化职

业技能培训评价政策解读，指导劳

动者选择适需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使用职业技能培训评价功能。

■ 就业援助帮扶 服务站点定

期开展调查排摸，实行重点群体就

业政策“一对一”帮办机制，协助帮

办失业登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

请、补贴申领等手续，确保政策应享

尽享、补贴应发尽发。

■ 创业指导服务 为创业者提

供专业帮扶指导，提供专家预约咨

询或坐诊服务，为创业者答疑解惑。

今年底所有街镇配齐社区就业服务点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近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市

房屋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

习领会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

近期一系列重要会议精神，研究部

署下阶段全面推进“两旧一村”改造

等民心实事工程。

近期，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

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

进城中村改造工作、住房城乡建设

部建筑业和房地产企业座谈会等会

议相继在京召开。

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

安全，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

“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城市应急保障能力，创造新的建

设投资和消费增长点；要从实际出

发，采取拆除新建、整治提升、拆整

结合等不同方式分类实施城中村

改造，切实改善城乡居民居住环境

条件、扩大内需、优化房地产结构；

要继续巩固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

态势，大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进一步落实好各项政策措

施；继续做好保交楼工作，加快项

目建设交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市房屋管理局将在市委、市政府

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

生、保稳定工作，促进上海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本报讯（记者 解敏）7月中

旬以来，本市针对扫码支付停车费

过程中存在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加入

商场会员或关注公众号等问题开展

集中整治。目前，覆盖全市主要商

圈的64家商场停车场已示范推出

“纯净版”停车码，消费者只需输入

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就可以直接

缴费离开。

此前，上海市网信办、市市场

监管局根据市消保委前期暗访移

交线索，先后对“合生汇”“又一城”

等商场开展现场检查并约谈企业

指导整改。明确停车缴费二维码

要确保不收集任何个人信息。若

以停车费优惠、会员积分等名义张

贴商场会员码或公众号二维码，必

须有充分提示并仅收集与相关服

务有关的个人信息，切实保障消费

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个人信息合

法权益。

在这64家商场的停车场主要

通道、墙柱、进出口等显著位置，已

张贴全新“纯净版”停车缴费二维码

标识，缴费页面简洁清晰，标明“直

接扫码、付费离场”等字样，便于消

费者获取、操作和缴费。

为扩大扫码停车场景整治成

果，上海市网信办、市市场监管局支

持市消保委日前制定发布《上海市

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

引》，并将进一步在全市主要商场推

广“纯净版”停车码。

这几天，青浦赵巷镇和睦水街迎来不少市民游客打卡。经过升级

焕新，徐泾河两岸近40栋民宅的外立面、庭院风貌及公共空间环境变

得更加整洁亮丽，民宿、书吧、咖啡店、餐饮、精品茶馆等多种业态纷纷

入驻，为和睦水街吸引了不少人气。 杨建正 摄影报道

和睦水街焕新迎客

  家商场推出“纯净版”停车码

上海进一步完善多元支付机制支持创新药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