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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姚彦静）

两个怀有身孕的流浪失智女子被民政部门救
助后，分别生下女童玲玲（化名）和欣欣（化

名），两个女童由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代养长
大。由于亲生母亲没有监护能力和资格，不

知道女童的父亲是谁，其他亲属找寻也未
果，她们没有法定监护人，面临落户、入学的

困难。今天上午，上海检察机关首例确认监

护权支持起诉案，在普陀区法院审理，法院
最终判决市儿童福利院为两名女童的法定

监护人。市儿童福利院表示，监护权确认后，
将可以为玲玲和欣欣办理集体户口，帮助其

后续正常就学。

2010年 10月，市民政局下属某救助站收

留了一名来历不明的流浪女子。她已怀有身

孕，且精神异常，无法表述自己的基本信息，
经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11年 6月，流

浪女子在医院生下健康的女婴玲玲。因自身
精神原因，她不愿意认女儿并拒绝照料，无法

履行对玲玲的监护职责。救助站只能将不满
一岁的玲玲先委托给上海市民政局下属市儿

童福利院代养。多年来，相关部门始终没有放

弃为二人寻找家人，通过 DNA对比、甄别访
谈等各种方式，但依然无果。

转眼间，玲玲到了入学年龄，却因缺失监
护人，无法办理户口登记，进而造成就学困

难，只能在福利院内设的特殊学校上学。
另一个女孩欣欣和玲玲有着相同的身

世。2014年 7月，她的母亲在高速路上行走时

被该救助站救助收留，同样也是进救助站时
就怀有身孕，经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健

康活泼的欣欣出生后，也因为相同的原因，被
送往市儿童福利院代养，至今无法找到家人，

现在已经 6岁多了。
亲生母亲精神异常不具备监护能力和资

格，福利院没有法定监护资格，其他亲属身份

情况不明……两个小女孩未来的命运，牵动
着救助站和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的心。

2018年以来，普陀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
察办案组（以下简称“未检组”）和市民政部门

等单位，逐渐打通了一条多方参与解救困境
儿童的绿色通道，未检组发挥未成年人检察

业务统一集中办理的职能优势，以支持起诉

撤销监护权、协调政府和社会力量开展救助
等方式，成功安置 10名监护困境儿童。基于

此，救助站希望借助检察机关专业力量，通过
司法途径，为两个孩子解决困难。

普陀区检察院积极协调，多次召开流浪
失智妇女监护问题协商会，民政、法院、儿童

福利院等多方参与。一方面，亲生母亲因精神

原因均无监护能力和资格；另一方面，民政部
门从玲玲和欣欣出生至今，已履行了国家监

护的职责，是她们事实上的监护人。诉讼方案
就此确定：由救助站作为申请人，向法院提起

确认监护权的民事诉讼，确定市儿童福利院
为监护人，普陀区检察院出庭支持起诉。

上海检察机关首例确认监护权支持起诉案今宣判

儿童福利院为两女童法定监护人

    本报讯（记者 左妍）昨天中午 12 时

30分，90岁的曹女士由家人陪着来到愚园

路 1250?的长宁区江苏街道新冠疫苗接
种点。尽管已到鲐背之年，但曹女士精神状

态特别好，步伐稳健，在家庭医生的陪同
下，曹女士接受了健康问询。“我没有三高，

也没有别的毛病，一直想快点接种疫苗。”
在接种台，曹女士顺利接种第一剂疫

苗。“今天回去尽量不洗澡，三天内饮食清

淡点，三周后再来接种第二剂。”接种台的
护士放慢了语速，耐心解释了接种后的注

意事项。随后，曹女士被引导至留观区的爱
心专座，工作人员全程陪同，直至留观结

束。走出接种点，曹女士还获赠了端午防疫

香囊。“很开心，很满意。”曹女士说，她会把
自己的接种体验告诉身边老年朋友，呼吁

和她一样的健康老人都来接种新冠疫苗。
5月 17日本市开始 76岁及以上老人

新冠疫苗接种，昨天是第一天，江苏街道的
这个接种点就来了好几位高龄老人，年龄

最大的一对夫妻已经 94 岁和 91 岁高龄。

在为高龄老人开设的爱心助老室，工作人
员对信息进行审核，并查看年龄是否符合、

是否有相关疾病，各项条件都满足后，方能
进行登记接种。记者看到，老人打疫苗都有

家庭医生“一对一”全程陪同、解释。

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自 5 月 17 日

起，本市 76岁及以上身体健康、无禁忌症
的社区居民，可通过社区整建制登记预约

接种，至指定社区接种点接种。各区以居村
委为单位，在“健康云”新冠疫苗预约管理

平台上注册单位账户，生成社区二维码，符
合条件的辖区居民通过扫码填报个人信息

和接种意愿等。居民完成预约后，可获得预

约详情单和预约成功短信。对于不方便使
用智能手机的，还可通过健康驿站自助终

端刷身份证、社保卡后登记预约，或由社区
志愿者协助进行登记预约。市卫生健康委

提醒广大市民，要根据预约时间，需由家属
陪同，前往指定社区接种点进行接种。

长宁区江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沈晔表示，当天中午 12时 30分开放接

种，至下午 4 时 30 分，已经为 52 位 76 岁
以上的高龄老人注射疫苗。为进一步做好

老年人疫苗接种工作，中心联合街道通过
各项爱心措施，切实做好服务。中心在江苏

街道辖区各居委循环，免费接送老年人；76
岁及以上老人可走接种绿色通道，接种点

的“爱心助老室”有家庭医生一对一的健康
咨询，并指导老年人填写接种相关信息；在

留观区的前两排设立爱心专座，方便老年
人进出；在接种点，针对老年人常见病，中

心提供麝香保心丸、伤湿止痛膏、藿香正气
口服液等常用药品。

上海 76岁及以上人群开始接种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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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沪惠保上市近

一个月，迅速成为保险中的“爆款”，截至 5

月 10日，参保人员已突破 500万。但最近，

一则关于《沪惠保是商业骗局》的帖子在网
上传播。事实到底怎样？昨天下午，由浦东

新区潍坊新村街道主办、五峰书院承办的
“大咖公益讲堂”，第一期邀请了上海昱淳

精算咨询的沪惠保志愿团队前来解读沪惠

保，并现场回答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
“这个保险才 115元，是不是商业骗局？”

随着参保人数增长，质疑沪惠保的网上帖
子也随之而来。当天下午，资深精算师徐昱

琛领衔的团队为潍坊社区居民答疑解惑。
“现在的谣言真假掺杂，很有迷惑性。”

徐昱琛针对这个帖子一一解读：
【谣言】 免赔额 2?元，一年多次住院

不能累计。

【真相】 年免赔 2万元，1年内可以累
计。

【谣言】 微创手术刀片由经销商提供发

票，不能报销。

【真相】 只要是医院做的手术，手术发
票由医院开具，患者可以凭借医院开具的

发票找保险公司理赔。
对于谣言提到的沪惠保报销“自费”，

而非“自负”，徐昱琛表示，事实上确实如
此，沪惠保仅报销医保目录外的自费部分。

总而言之，沪惠保给普通人多了一个

在医保之外针对大病、重病的保底商业保
险选择，所谓的“商业骗局”“大坑”等说法，

完全是对这款保险产品的误读。
讲堂上，精算师介绍了沪惠保的特点

和保障责任，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什么是免
赔额、什么是既往症人群等专业词汇，以及

哪些人群最适合购买沪惠保。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数十名居民参加

了该活动，多数为社区的中老年人。在精算
师演讲完毕后的互动环节，不少人踊跃提

问，精算师一一作答。
“如果在外地旅游时候患病怎么办？外

地医院的发票沪惠保能赔吗？”精算师表
示，这首先涉及到异地医保的问题。如果可

以在当地直接就诊的，可以由当地医院开

具发票。回沪后先到上海医保报销，之后再
找保险公司理赔。

“买了百万医疗险，是否还要买沪惠
保？”“自费和自负部分如何理解？”“沪惠保

理赔如何操作？”为此，精算师以图示等形
式，讲述了一些理赔要点，指导大家万一出

险，如何能够快捷、方便地申请理赔金。

资深精算师 沪惠保流言
“商业骗局”“大坑”完全是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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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的曹女士

正在接种疫苗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目前，上海一些小区的物业正在

尝试对小区进行“数字化”管理，但也
有小区“不买账”。 据媒体报道，在长

宁区某小区， 物业 App推广 2个月
来安装者寥寥； 居民李女士发现，该

App中除了物业管理相关的功能外，

还有大量生活消费购物内容，这让她

怀疑物业收集业主信息的出发点，更

担忧业主的财产数据没有保障，“信
息一旦泄露怎么办？ ”

小区管理数字化的目的，是提升
居民居住品质、 提高物业管理效率。

如果想让更多居民接受，就要给予居
民安全感和获得感。

这里的“安全感”，指的是个人信
息保护方面的安全感。小区管理数字

化， 既需要居民提供一部分个人信
息，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与居

民生活相关的数据，这些信息和数据
怎样管理？ 如何保障安全存放、不被

滥用？ 当下，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较
为严重，人们的信息安全意识也越来

越强， 如果居民有这方面的疑虑，理
应得到恰当的回应和承诺。 比如，有

的小区由业委会、物业、数字化系统
开发企业签订三方《保密协议》，明确

相关权限和责任，并在系统上线前征
询全体业主的意见。

获得感，则是要让居民看到实实
在在的便利，以及更方便居民参与小

区事务、提高小区自治程度。 有的小
区通过数字化理顺了停车管理，公共

账目也更加透明。而像有的物业 App

充斥商业内容，“业主自治”板块却一
片空白，自然引发居民顾虑。 对于物业 App，居

民不能只有“接受”和“不接受”两个选项，在推
广之前应充分征询居民意见， 从中了解居民需

求。通过数字化的契机改善服务和管理，而不是
简单地把一些服务从线下搬到线上、“换汤不换

药”，才能让居民接受、得到好评。

小区管理数字化，既需要物业、业委会、业

主等相关各方的参与、沟通与磨合，也需要在法
律法规、 行业标准上进一步完善， 提供规范机

制。比如在信息数据安全这方面，除了小区管理
数字化的各方签订保密协议等探索外， 也需要

法律法规给予更强有力的保障，让居民更放心、

更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