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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上门照护暂停月余，重度失能老人、孤寡老人等深受困扰

长护险居家服务何时能恢复？

晚报编辑：

2016年 11月， 我和姐夫在上
海银行罗城支行购买了“财通”理财

产品。 其中，我名下买了 110万，姐
夫买了 100万。当时，银行理财经理

张晔表示，该产品期限为一年半，年
利息为 6%。 2016年 12月，张经理

又推荐了另一款期限为一年的理财
产品“鹏华”，还称属于“国债”性质，

无风险，并承诺年息 5%，我和姐夫
共购买了 100万元。

2017年 12月，“鹏华” 理财产

品到期后， 我发现到账年利息只有
1.4％， 与承诺相去甚远。 2018年 6

月，另一款理财产品“财通”本该到
期，奇怪的是，当时该款理财资金只

有 51%到账, 那剩余 49%资金去向
何处？张经理给的回复是，国家出台

新政策， 所以只有 51%到账， 而且
“财通”还要再顺延一年才到期。 他

还强调，由于股市市场佳，所以“财
通”利息很低。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

自己买的是投资股市的理财产品，

根本不是国债， 但张经理当初根本
没有明确告知， 否则我们也不会冒

损失风险而购买。

2019年 5月，“财通”理财产品
终于到期。 原本 110万的本金缩水

成 96万多。一年半理财产品莫名变

成两年半，不但没拿到承诺的利息，

连同本金还亏损十几万元， 实在令
人难以接受。这两年多来，我多次和

上海银行交涉，身心俱疲，不曾得到
解决。 现求助晚报“和事佬”栏目帮

忙解决。 读者 金女士

本报调解

金女士介绍，作为普通工薪阶
层，自己购买理财产品一直很谨慎。

2016年 11月 24日，在购买第一款
“财通”理财产品时，她特意反复咨

询理财经理张先生是否有风险。对
方信誓旦旦地说，利息高，无风险。

金女士说，当时在贵宾理财室桌上

也放着“设录音录像”的台牌提醒。
考虑到银行购买的理财产品都是

“安全”的，还有双录证据，她和姐夫
毫不犹豫当场购买了“财通”理财产

品。同年 12月，张晔又以同样“国债
无风险”的说辞推荐她（他）们购买

了第二款理财产品“鹏华”。不久，
“鹏华”到期，年利息从 5%缩水至

1.4?。此时，金女士才知道原来“鹏
华”只是银行代销的基金产品。“鹏

华公司后来提出补偿我 1000元，我
不接受。”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另一款
理财产品“财通”的收益和承诺也不

符，还延期到账，并连同本金亏损十
几万。事后，她多次向上海银行和上

海银监局反映，并提出调取当时张

经理推销这两款理财产品的录音录
像作证，但上海银行始终不提供，并

强调流程做法没问题。
日前，上海银行总部和罗城支

行的相关负责人士一起来到报社
“和事佬”栏目协调。上海银行公关

部负责人胡先生表示，“鹏华”作为

银行代销的基金产品，本身就是有
投资风险。“我们不会也不能给客户

做任何收益承诺，也会明确告知产
品本身的风险。”他介绍，2017年国

家出台《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需分批减持股

份，波及到了金女士购买的“财通”
理财产品，所以才会延期到账。他强

调，银监局在调查后，认为银行是合
规销售。再说金女士在购买产品时，

我们都有录音录像双录过程。当被问
及能否提供金女士购买两款理财产

品全程录音录像时，对方表示已超保
存期限，因而无法提供。最终，上海银

行给出的调解方案是，补偿 2万元给
金女士。金女士表示不接受。

在此提醒消费者，到银行选购
理财产品时，要分清楚哪些是自营、

哪些是代销的理财产品。此外，也要
重视购买理财产品前的风险评估，

并要明确告知理财经理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及产品需求，切忌盲目轻

信销售人员的推荐。
本报记者 季晟祯 王新华

    日前，我去住地附近一家熟

食店选购食品，见店内一位女营业
员竟将一只白色口罩挂于右耳边，

尚未戴上便切配熟食并称重。我于
是上前提醒道：“小姐，现在是非常

时期，请侬戴好口罩再工作。”谁知

她漫不经心地回应道：“口罩阿拉

是一直戴的，只勿过刚刚脱下来透
透气，侬勿要弄得一本正经！”尽管

女店员不以为意，但在几位顾客指

责下，她还是乖乖戴上了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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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险承诺说变就变
客户上海银行买理财产品亏损十几万

和事佬
面对面 调一调

    日前，轨交 3号线虹口足球场

站上演暖心一幕：一名年轻女乘客
在进站前，为民警拿来防疫消毒、

防护物资，让民警感动不已。当民
警希望她留下姓名时，热心女乘客

婉言拒绝。最终，被乘客暖心举动
所打动的民警用敬礼的方式向女

乘客表达感谢。

轨交总队东宝兴路治安派出
所民警孟亮告诉记者，当天下午 1

时许，他像往常一样在 3号线虹口
足球场站的民警执勤点开展执勤

任务。下午 1时 20分左右，一位戴
着口罩的年轻女乘客走进车站，

“在过安检前，女乘客将一大包东
西放在执勤台上，随后转身就要

走。”孟警官打开包裹查看，发现里
面有不少口罩、消毒湿纸巾等防

疫、防护物资。孟警官当即上前叫

住女乘客，对方始终害羞地背对着
民警，只是说：“你们是城市守护

者，你们比我们更需要。”

“我当时考虑到市民购买口罩
等防护物资也不容易，便想上前将

包裹归还，但女乘客却不肯收回。”
孟警官回忆道，“当我希望她能留

下姓名时，这名乘客只回答‘中国
人’。”为了能让女乘客“转身”，孟

警官灵机一动：“我给你敬个礼

吧。”这时，女乘客转过身来，看见
民警敬礼，她还予以回敬。之后，她

便进站乘车，消失在车站里。
这只沉甸甸的包裹中，有 20

余个医用外科口罩、20 多包消毒
湿纸巾、2 瓶消毒酒精和 50 只口

罩垫。“平时只在新闻中看到过这
样的事，当自己遇到这样的事，心

中确实被暖到了。当时我的心里确
实很感动，也很想对她表示感谢，

感谢她对我们民警工作的关心和
支持。”孟警官说。

本报记者 徐驰 特约通讯员 殷佳维

乘客送来防疫物资
民警敬礼表达谢意

“透透气”

    近日，市民蒋先生向本报反映，

金山区漕廊公路新村路附近的一个
停车场内，长期停放着一辆“僵尸

车”，车内车外还堆放着气罐、机油

等物品。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处理，

消除安全隐患。
蒋先生告诉记者，这处停车场

位于漕廊公路北侧，“僵尸车”是一

辆悬挂浙江号牌的白色依维柯，停

在此处已有一年多。由于长时间日
晒雨淋，车身部分位置的油漆早已

剥落，车身上有道道锈痕。此外，该
车车身、车窗上还印有许多“旧车回

收”的广告，下方还印有电话号码。

蒋先生说，这辆“僵尸车”旁边

放有机油、纸箱等易燃物品，车内更
是杂物成堆。“车里面也放了很多机

油桶，还有一只金属气罐，如果天

热，车辆长时间暴晒，有很大安全隐
患。”蒋先生希望有关部门能通过车

牌信息联系到车主，将这辆“僵尸
车”尽快移位。

3月 11日，记者从金山公安部
门了解到，这辆“僵尸车”已经被挪

走，周边环境恢复整洁。

本报记者 夏韵

车内车外堆放机油
“僵尸车”让人吓丝丝

    受疫情影响，上海长护险居家

照护服务暂停了一个多月，重度失
能老人、孤寡老人等人群深受困

扰。近日，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部
分区已陆续恢复了长护险上门服

务，尤其是评估等级为五级和六级
的重度照护对象。上海 962218医

保服务热线表示，在符合防疫要求

的条件下，经护理机构和照护对象
（或家属）协商一致，长护险上门照

料服务可恢复。

特事特办解决困难
家住浦东德州路的郁先生是一

位盲人，平日独居生活，长护险评估
等级为四级。郁先生告诉记者，由于

眼睛看不见，他生活无法自理，长护

险护理人员不上门后，他生活中有
种种不便。“之前是一周 5次，一次

一小时服务。”郁先生说，3月初，他

多次致电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
自身困难，希望恢复长护险居家照

护服务。
3月 9日下午，在浦东新区医

保中心和相关护理站的帮助下，郁
先生等来了好消息，此前照顾他的

护理人员恢复了上门服务。为郁先

生服务的健坤护理站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疫情期间，浦东新区暂停了等

级为二到四级的上门照护服务，仅
有五级和六级的照护服务不停。因

郁先生评估等级为四级，不符合上
述要求，所以当时暂停了上门服务。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2月 27日机构
护理人员逐步复工，考虑到郁先生

的特殊情况，特事特办，护理站为他
专门提交了相关材料报医保中心审

批，最终解决了他的困难。

可以申请恢复照料
嘉定市民马小姐也碰到了相同

烦恼。她的母亲长期卧床，还患有慢

性疾病，长护险等级为五级。马小姐
反映，自 1月底至今，嘉定区的长护

险上门服务一直未恢复。
眼看自己开始上班，长护险上

门服务却还未恢复，马小姐十分心

焦。她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吗？11日，
记者致电嘉定区医保中心了解情

况。针对马小姐家的问题，嘉定区医
保中心回复，为保障重度失能老人、

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等的生活起居，
已评估好长护险等级的上述三类人

群，现在可以向护理机构提出恢复
照料申请，之后由护理机构交至医

保中心审批。嘉定区医保中心相关
工作人员还强调，对于日常生活确

实存在困难的老人，不会盲目搞一

刀切，将“一事一议”，确保老人得到
相应的照护服务。

有效期延长3个月
家住崇明区港沿镇的刘先生也

反映，他的父亲今年 91岁，母亲 88

岁，双亲此前均享受长护险居家护
理服务。刘先生说，随着国内疫情有

所好转，希望护理人员能及早上门
恢复照料。

为此，记者向崇明区港沿镇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咨询。该中心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疫情期间，为避

免交叉感染，崇明区暂停了长护险
上门服务，涉及所有评估等级的老

人。建议家属与护理机构具体联系，
了解长护险服务的相关事宜。

记者另从 962218医保服务热

获悉，目前上海已暂停长护险护理

评估工作。对于因评估有效期届满
需要重新评估的，暂停上门评估。原

评估有效期在 2020年 3月底前到
期的，其原有的长护险待遇延续 3

个月。至于何时恢复评估，还未有具
体时间出台。 本报记者 夏韵

相关链接

2018年开始， 上海全市开展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简称“长

护险”）。 按统一的评估标准，由专
业评估人员对老人失能程度、照护

情况等进行评估， 确定照护等级，

作为申请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

遇的前提和依据。 目前，长护险共

有三种服务模式，其中一类为社区
居家照护，含相关机构的护理人员

上门为老人提供照护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