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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 潘高峰）

记者昨天从静安区获悉，2021年，

静安区共实现19幅地块旧改收

尾，创历年之最。今年，还将启动

6幅零星地块旧改，全力改善百姓

居住条件，提升生活品质。

2021年12月31日，随着宝山

路街道31、149、150、152街坊地块

完成旧改收尾，静安区成片二级以

下旧里彻底成为历史。据统计，

“十三五”以来，静安区共完成洪南

山宅、宝山路街道“四合一”项目等

26幅成片二级以下旧里地块旧改

工作，改造面积达34.67万平方米，

受益居民26837户。

此外，2020年下半年，静安区

提前启动零星地块旧改工作，经多

轮排摸梳理确定了零星二级旧里

地块。在各方推动下，静安区

2021年共启动11个零星地块征

收，完成12个零星地块收尾（其中

有3个地块为2020年底启动），实

现“拉开即收尾”的高质量征收。

据静安区建管委副主任凌斌

介绍，零星旧改工作是重大民心、

民生工程，但很多零星地块非常小，

无法通过土地出让来推动旧改。为

拓宽筹措资金渠道，静安区除了区级

财力投入外，还积极探索区属国企参

照市地产模式参与零改、积极争取公

建配套收储零改地块的市级财政补

贴政策、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等，从资

金上确保地块旧改的推进。

据悉，静安区通过细致群众工

作，提高零星地块签约生效比例，

50证居民以下项目尽量做到“三

个百分百”，即一轮征询百分百、二

轮征询百分百、搬迁百分百，不让

一户居民因旧改留有遗憾。下一

步，静安区将按照因地制宜、分类

推进的原则，坚持多措并举，从风

貌形态、功能使用、社区结构等角

度，探索重建改造、零星改造、历史

文化保护性整治相结合的旧区改

造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持历史文化

的承接、转换和脉络延续。

前一阵，一位朋友说起家里老人近

期的变化，很是无奈：耄耋之年的父亲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最近一年退化很

快。家人累，老人更是迷茫，他是个一

辈子都不愿给人添麻烦的老实人。

当时有人跟朋友提议，不如送老人去

养老院吧，他犹豫不决，想起有次去养老

院，看到一个老太太躺在角落的床上，空

洞的眼神，枯槁的身形。老人即使虚弱得

抬一下手都困难，仍一次次地敲打墙壁，

似呼救，又似反抗，那块指骨触到的地方，

坑坑洼洼一大片。护工告诉朋友，如果不

把老太太约束起来，她就会拉扯纸尿裤，

把大小便弄得满床都是。朋友清楚，养老

院有自己的难处。一个护工要同时照顾

七八个老人，时常顾此失彼。

暂不考虑养老院后，朋友申请长护

险，但因父亲未至失能卧床状态，达不

到申请的条件，无奈作罢，只能自己继

续心力交瘁地照护。

据统计，目前中国平均每年新发

30万阿尔茨海默病例，患病率随年龄

升高呈显著增长趋势：75 岁以上达

8.26%，80岁以上高达11.4%，女性多于

男性。100个认知症患者就有100种症

状，有人是记忆障碍，有人是视空间障

碍，有人是语言障碍，有人是理解判断

障碍……又因为病程的逐渐变化，护理要求也

不断升级。实际上，很多失智老人家属和朋友一

样，都面临类似的困境，他们希望能有切合家庭

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法，既能让做子女的安心工

作，又能让老人尽可能得到专业的一对一照护。

具体到朋友的情况，能不能在他上班期间，

有专业的护理人员到家为他父亲提供陪伴和居

家照护，同时避免老人用水用电用煤气的风险，

如果可能的话，还提供一些干预服务，帮助老人

尽可能地维持生活自理能力，延缓病情发展，在

家里安度晚年？

期待有更多相关的专业力量参与进来，共

同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失智老人家庭的矛盾

缓解了，养老风险降低，生活质量提高，老龄化

城市的幸福指数也会进一步提升。

（上接第2版）要进一步突出精准，持续精简
优化审批，处理好放什么、向谁放、怎么放

的问题，把基层有迫切需求、企业和群众高

频办理的审批事项放出去、放下去，通过信

息技术和管理创新再减环节、材料、时间、

跑动、费用等，把经济管理权放到离市场最

近的地方，把社会管理权放到离百姓最近

的地方，尽可能做到企业和群众眼中的“一

件事”同步放，减少上下跑、反复跑。要进

一步突出公平公正，全面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着力解决好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

问题，夯实主管部门、相关部门和属地的监

管责任，制定具体、完备、管用的监管措施，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建设覆盖市、区、街镇

三级的全市统一综合执法系统，推进监管

执法数字化转型。要进一步突出体验感，

加快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坚持标准引领，完

善全方位服务体系，推进同一事项及其办

事指南规范统一，着力重塑办事流程，打造

更多“一站式”“一窗式”服务及“一件事一

次办”等标杆应用。要进一步突出规范，着

力健全法治保障，优化制度供给，提高决策

质量，监督权力运行，让法治成为最好的营

商环境。要进一步突出整合，强化多主体

协同联动，强化责任落实，鼓励比学赶超，

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促进共建共治共享，

形成上下左右、内外各方同心同向的强大

合力。

会上，市领导吴清、舒庆部署相关工

作。市领导彭沉雷、宗明、陈通、张为出

席。市规划资源局、市市场监管局、普陀区

作交流发言。

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社会创造力

（上接第2版）李强认真倾听记录，同大家深
入交流讨论。他说，过去一年，各民主党派

市委、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为上海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国家战略

任务落地见效积极建言献策、有效发挥作

用，感谢大家为上海实现“十四五”良好开

局付出的努力、作出的贡献。新的一年，

要传承优良传统，坚守合作初心，更好携

手前行。

李强在介绍2022年市委重点工作安排

时指出，今年将召开中共二十大，上海将召

开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我们要把中共中央

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重要指

示要求一以贯之贯彻好、落实好，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强化国家战略的牵引力，挖掘新动能的

巨大潜力，推动“五个新城”发力，调动各类

人才的创造力，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打好

发展“组合拳”，使各领域“蓄势待发”变为

“厚积成势”。要持续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深化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探索实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把群众的智慧力量更好凝聚起来。

李强指出，要把事关上海发展的全局

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看清楚、想明白，尤

其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人才荟萃、智力密集，

希望大家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履行职能，深

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共同做好凝聚

共识、凝聚力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等工

作，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营造良好环境。

体医融合,杨浦区率先探索“运动处方”进医保

试点人群近半年医保支出降八成
静安区成片二级旧里
全部完成旧改收尾
今年再启动6个“零星地块”旧改

试点短短半年后，杨浦区殷行街道40名糖尿病前期
患者中的35人血糖值下降至正常范围，月均医药费支出
减少八成；长白新村街道30名脑卒中患者中，23人的肢
体功能显著提升，月均康复费用减少高达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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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勇毅前行
新年开新篇

变“蓄势待发”为“厚积成势”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逛一逛豫园，走一走九曲桥，

去湖心亭喝元宝茶……2022年豫园新春游园会将于本月

18日启幕，持续至2月18日。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豫园新春游园会将

以“虎跃东方”为总主题，串联豫园中心广场、九曲桥广场

和黄金广场，打造特色主题贺岁街区、最具上海年味的新

春目的地。

在新春游园会期间，将联动老字号、非遗匠人以及特

色门店，呈现年味字号、梨园好戏、民俗课堂等板块内容，

融年礼、年俗、年味和年趣于一体，结合线上线下、内圈外

圈，借助科技手段打造沉浸式的游园体验。

图为昨天起，豫园商城临近福佑路的2号门门头上，

三只怀抱年货的生肖虎，以“庆丰收”的姿态迎接四方来

宾 杨建正 摄

在昨天举行的杨浦区社区（运

动）健康师“体医融合”2022年试点

项目启动仪式上，记者获悉，杨浦区

在上海率先推动健康端口前移，探

索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

中心”的转变，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试点取得

明显效果。下一步，“运动处方”有

望在杨浦率先落地并进入医保，以

每张处方低至数十元的亲民价格，

为市民带来节省数百元甚至数千

元、数万元医药费支出。

五类人群
尝试“体转民”技术
2021年，杨浦区医保局牵头区

卫健委、区体育局，联合上海体育学

院，在全市率先牵头起草《基于健康

医保理念的社区（运动）健康师试点

方案》，建立试点工作机制，指导上海

体院附属伤骨科医院将“智能步态训

练与评估”“光学运动捕捉与解析”“传

感器运动捕捉与解析”等以往服务

于奥运冠军的技术，实现“体转民”。

在率先试点的殷行、长白新村、

长海路、新江湾城等四个街道，通过

对医保大数据的筛查，家庭医生首

先确定了糖尿病早期、老年人脑卒

中后遗症、老年腰痛、办公室（久坐）

人群脊柱亚健康、运动损伤等五类

试点人群，由社区（运动）健康师制

定专业的健康运动干预方案，为

150人开展了1800人次的持续性健

康干预，效果十分明显。

“运动处方”
精准干预效果显
据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科学学院

糖尿病早期人群健康干预研究团队

的刘向云教授介绍，在前3个月，社

区（运动）健康师利用运动处方精准

干预，在后3个月的自我管理阶段，

家庭医生辅助做好督导促进。

半年下来，40名试点居民中的

35人血糖值稳步下降至正常范围，

有关糖尿病的医药费支出从原先的

每人月均逾500元下降至100元以

内。同时，在长白新村街道面向脑

卒中患者开展的“老年人防跌倒”项

目，也通过精准的运动干预，帮助

30人中的23人获得明显改善，每人

月均用于康复的医保总费用从原先

的2000元下降至200元。

2022年，“为230名慢病居民和

职业人群提供持续性社区（运动）健

康师服务”已纳入杨浦区政府实事项

目。杨浦区医保局局长刘欣宇表示，

将继续探索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健康为中心”的转变，组建社区（运

动）健康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

医生+社区居委干部的“三驾马车”，

构建社区健康治理的长效机制。

同时，非医疗性质的“运动处

方”也将覆盖更多人群。据介绍，今

年，社区（运动）健康师试点项目将

以精准干预的手段，推出“精准运动

处方”，针对家庭医生筛查出的8类

疾病或亚健康人群，通过科学运动

帮助干预对象改善身心健康水平，

预防和改善疾病。同时，这也将为

探索“运动处方”正式进入医保打基

础。 本报记者 孙云

豫园新春游园会
打造 最 年 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