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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必答题”

你家小区电梯，用了多少年，是

否超过了15年更新年限？

静安区富容大厦小区有3部电

梯，已投入使用长达25年，不仅老

旧而且易坏损，常坏常修，常修常

坏。去年，经过安全评估后，3部电

梯分批更新改造，更新后，无论是控

制柜、轿厢还是曳引机，焕然一新，

同时将接入物联网实现远程安全监

控系统，提升了居民用梯安全度和

舒适度。富容大厦“旧梯更新”，仅

仅是申城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的一个

案例。

来自市市场监管局、市房管局

的信息显示，截至2021年4月底，本

市共有在用电梯总数为274103台，

其中住宅电梯129632台，投入使用

满15年以上的老旧住宅电梯34742

台；2015年到2020年，房管部门根

据电梯安全评估的结论，全市累计

完成约4500台老旧电梯大修改造

和更新。

一些小区“问题电梯”久拖难

修，带“病”运行，存在巨大安全隐

患。电梯的管理、更新和维护，是贯

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重要理念、积极推进城市更

新建设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多位

市人大代表呼吁加强老旧小区的电

梯更新改造。去年元月，市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洪

程栋等26名代表联名提出制定《上

海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的议案，建

议电梯强制更新纳入监管。

此后，市人大财经委、预算工委

组织人大代表赴市特检院实地调

研，听取市市场监管局、市房管局、

上海三菱电梯等相关电梯安装、维

保企业汇报，推动本市电梯安全评

估和更新改造。

去年5月，市人大财经委、预算

工委与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处充

分沟通，围绕“完善电梯安全评估和

年检衔接机制”“建立住宅电梯信息

共享和业务联动机制”等重点监督

内容，形成了老旧小区电梯安全评

估和更新改造为群众办实事工作方

案，明确2021年内完成使用满15年

的老旧住宅电梯安全评估2500台、

更新改造大修1000台的目标。

截至2021年底，老旧小区电梯

安全评估和更新改造完成了年度目

标——老旧小区电梯安全评估已完

成2737台；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

造和大修方面，已完成1025台。

一种预期是，坚持需求导向、问

题导向、效果导向，伴随城市数字化

转型和制度支撑强化，“老旧电梯”

安全评估和更新改造，将成社区公

共安全“必答题”。

昔日“天堑”变通途

天桥无障碍，能实现吗？昨天，

在浦东新区，东方路栖霞路“天桥加

梯”举行竣工仪式。

东方路栖霞路天桥，建造于

2003年，跨越东方路，上跨大连路

隧道浦东主线出口，西侧绿化带下

面是轨交4号线。天桥在东方路栖

霞路交叉口四个象限均有两处人行

梯道，人行道和绿化带里有电力、自

来水、煤气等多种管线。东方路人

行道狭窄，天桥梯道占用人行道空

间过多，拆除了东南角梯道后增加

直立电梯；西南角设置电梯场地条

件较好，借用绿地，在西南角对称加

装直立电梯。改造总计增设两部直

立电梯，解决无障碍穿行东方路问

题，工程总费用约150万元。

去年，统计数字显示，申城有道

路人行天桥264座，配备垂直电梯

或自动扶梯的有133座。电梯缺席

的天桥，建造时间早，大多都在15

年以上。15年间，城市生活发生了

巨大变化。上海人均GDP已经过

了2万美元，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人们对长寿之城的宜居要求，与时

俱进。市人大常委会高度关注代表

和市民反映强烈的“过街难题”，将

“既有道路人行天桥无障碍化建设”

列入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

实事项目，由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具

体推进，集中启动了“天桥加梯”实

事项目。

“天桥改造，先要解决规划、资

金等问题。”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主任

委员崔明华说，市交通委和市道路

运输管理局作为主管部门，积极协

调各方；市残联、财政、市场监管、绿

化市容，从资金、标准、用地空间等

方面鼎力相助；各区全面排查天桥

情况，推进改造实施，有集中出行需

求和改造必要的38座106部电梯的

天桥无障碍化改造工作已正式列入

市、区两级政府的工作计划。

天桥改造，重在精细化。不仅

要加装电梯，还要为行动不便的视

障朋友在电梯口铺设盲道，将“无障

碍”覆盖到每一个细节。这项实事

项目让残疾人、老人和行动有困难

的人切实地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

的关怀和尊重！

养老资源巧分配

长护险，全名是“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

长护险，不是新名词，去年却有

了新变化——评估结果线下公示，

全市16个区全覆盖。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

化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迄今

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530多

万人，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逾82

万；随之而来的，是失智失能老年人

群的照护需求。实际上，长护险就

是一种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专

为超大型城市应对老龄化、高龄化

加剧量身定制。那些经评估，达到

一定护理需求等级的长期失能老

人，因此得到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

护理服务或资金保障。

长护险实施，有5个关键环

节——申请受理、需求评估、护理

服务、费用结算、监督管理，其中，需

求评估，至关重要。一位老人，如何

享受长护险？60岁以上、参加本市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是前提；统一照护需求

评估，达到一定的等级，从2级至6

级，无论是生活基本照料类，还是医

疗护理类，老人究竟能享受到哪个

等级的服务，都要看评估结果。

2018年起，上海就开始全面试

点长护险制度，迄今已为逾50万失

能老人提供了生活照料和日常护

理。2021年3月20日，《上海市养

老服务条例》修订实施，首次设立了

“长期照护保障”专章。一个课题

是，如何依法提升“长护险”评估的

科学性、公平性，让真正失能的老人

得到相应服务，确保有限的养老资

源科学合理地分配。

去年，市人大社会工作委员会

推动完善长护险申请人信息公示和

服务规范，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民政局继续深化长护险改革

试点，评估结果统一在社区事务受

理中心进行线下公示；同时，建立投

诉反馈机制，要求评估机构公示异

议反馈电话，及时核查处理反映的

问题；长护险护理人员对老年人主

动开展生命体征监测，及时录入信

息系统；逐步扩大医保移动结算范

围和机构数量，让更多老年家庭享

受便利化费用结算服务。

在申城，“长护险”申请是全市

通办，全市各个街道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均可办理，最后评估结果

由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告知。去

年以来，一个显著变化是：“长护险”

评估结果，线下公示已覆盖全市16

个区，其中11个区已经公示到居村

委会。“今后，结合《上海市养老服务

条例》执法检查，确保’长护险’试点

不断取得新成效，切实提升老年人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市人大社会工

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阎祖强说。

首席记者 姚丽萍

二三十级台阶，对老人、
病人、行动不便的人，或许就
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天堑”；
让“天堑”变通途，有障碍，就
破解。
昨天，东方路栖霞路过

街天桥无障碍建设竣工，新
的垂直电梯让“过街难”成为
过去时。今年，在申城，106
部垂直电梯将现身38座过
街天桥。
人民城市，坚持把人的

感受度作为最根本的衡量标
尺。一年来，在“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中，从过街天桥加
梯、老旧电梯更新到老年照
护“长护险”评估公示，市人
大常委会以及各个专门委员
会聚焦市民急难愁盼，持续
推动提升城市“软实力”。

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是“硬实力”的一种衡量
指标。那么，一座城市的“软实力”，该怎么衡量？
上海的答案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必须坚持把人的感
受度作为最根本的衡量标尺，把宜居、宜业、宜学、宜
游的城市环境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把最好的资源留给
人民，全方位营造舒适生活、极致服务和品质体验，打
造更加和谐宜居的生态之城，让越来越多的人向往上
海、来到上海、留在上海、喜欢上海、宣传上海。
在这里，“软实力”之“软”，是直指人心的厚道，是

上善若水的温情，是海纳百川的博大，是仁者乐山、智
者乐水的睿智通透。

“我为群众办实事”，无论是天桥加梯、老旧电梯
更新，还是长护险评估结果公示，无不聚焦为老、宜
居；往深里说，这些实事项目，不仅是要完成一些工
程，更是要让人们在这座城市真切感受安全感、幸福
感、获得感。
小区里，老旧电梯更新更换，有章法有规则有组

织，维护公共安全，未雨绸缪，潜在的公共安全隐患消
弭于无形之间；长护险评估结果公示，让有限养老资源
配置更加公开、公平、公正；天桥加装电梯，让行动不便
者跨越出行障碍，获得通行自由，这座城市，便越发生
气勃勃、灵动鲜活。
这，就是城市“软实力”的生动注脚。

“软实力”

■ 近日，肇嘉浜路宛平路人行天桥加装电梯改造工程已经启动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你的“急难愁盼”一直被牵挂

天桥加直梯
38座天桥今年装106部电梯

“长护险”公示
16区已全覆盖

◆ 姚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