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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当你老了、头发花白，希望过上
怎样的生活？在今年上海两会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对养老提出了新的
“小目标”，新建社区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50家、助餐场所200个、养老床
位5000张，改建认知障碍照护床位
2000张，完成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
5000户等。
从2016年起，上海市政府连续

几年将建设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列入重点工作，在满足助餐、助医等
基本需求外，今年有什么新突破？
上周，浦东张江镇首个为老服

务综合体在孙桥启用。和一般为老
服务中心不同，这里装修风格舒适、

温馨、时尚，不但可以为老人提供
“一站式”的医养结合服务，还可以
携老带小、全家“总动员”，开设了包
括烘焙、亲子教育、共享厨房等，打
造老中青少幼“一揽子”品质生活体
验地、家庭融合互动区、志愿公益服
务站。
为老服务，为什么要吸引年轻人

和孩子来参加？这并不是天马行空
的突发奇想。张江镇有关负责人表
示，“活力张江”集聚了来自五湖四海
的年轻人，有的人在张江科学城扎根
成为“新上海人”，带来了一群“老漂
族”。提供“全家式”为老服务，可以
让老人们带娃、休闲两不误，在这里
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年轻人也多了
一个社区共享交流平台，让有限的
空间发挥出叠加的功能。

张江镇的“活力”为老服务综合
体，折射出上海为老服务在完成了
“1.0”版硬件基础设施后，正寻求突
破“千人一面”的“2.0版”飞跃。后
疫情时代，有的养老院过去排队“一
床难求”，现在有了空床位，说明当
下部分市民的养老方式有了新变
化。许多人更倾向于自由度较大的
居家养老，这也对社区养老的设施
和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地制宜、问需于民，为老服务

升级注入新鲜血液。在上海，既有
老式里弄，也有年轻人比例较高的
新社区，还有保留着乡愁记忆的沪
郊村落。为老服务不仅是政府部门
单方面的“供给”，更要和市民的“需
求侧”完美对接。根据上海市质协
用户评价中心发布的《本市社区养

老服务圈调查报告》显示，尽管上海
“15分钟服务圈”的打造初见成效，
但在促进老年人融入社会与代际和
谐，打造社区共同体方面尚有提升
空间。
说到为老服务的公共空间，过

去人们往往和棋牌室、舞厅、老年活
动室等联系起来。而随着“小老人”
们的加入，原本的需求结构发生了
很大变化，在社区里引发了观念的
交锋和冲突。尤其是随着城市更
新，各种新型的社区公共服务空间
开始出现，“老酒”还能装“新瓶”
吗？比如，徐汇区的“邻里汇”是在
一个老居民区里的建筑改建而来。
改造前，围绕棋牌室、舞厅要不要保
留，居民们产生过争议。在双方居
民的商谈下，它们虽然得以保留，但

有了时间限制，使用者需要承诺自
我约束，避免扰民。全新的科普课
等“课程表”、时尚的健身房等，不但
服务老人，也吸引了年轻人，让老社
区焕发了青春。
上海是中国网红“打卡点”最多

的城市之一，富有美感、个性、特色
的为老服务“公共客厅”也可以成为
城市魅力的一部分。根据规划，到
2025年，上海市街镇养老综合体将
达到500家，实现15分钟养老服务
网络全覆盖。也许是在最美社区食
堂“打卡”来一份午餐，也许是聆听
一个期待已久的讲座，也许是和一
群志同道合的“老友”相识相知……
当每个社区都能转角遇见这样的为
老服务中心，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
梦想将照进现实。

南昌路有着深厚的历史和人文

底蕴，是“最上海”的城市文脉之一

……用艺术和设计赋能人民美好生

活，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发起国

内首个城市艺术微空间“ADHub”

项目，日前在黄浦区南昌路296号亮

相。AD取自Art和Design的首字母，

意为艺术和设计，Hub的英文意思是

中心、集线器。发起方希望将散落

在城市街头、角落的微空间利用起

来，变成为艺术家、设计师展示作品

的平台。项目旨在营造艺术介入社

区，市民可“15分钟”近距离参与和

互动的新场景、新空间（见图）。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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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召开的上海两会上，

多位市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呼吁完

善城市更新制度、加大社会资源的

参与、推进有机高质量更新等，引

发各方关注和热议。昨天，由上海

地产（集团）、申能（集团）、上海建

工集团、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上

海金外滩（集团）等10家市、区单位

共同组建的上海第一个城市更新

党建联盟，在金外滩国际广场正式

成立，联盟将探索城市更新市区联

动、政企合作新模式，推动打造城

市更新产业命运共同体，助力城市

更新事业迎来新一轮发展。

加大社会资源参与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出

台，将进一步加强上海城市更新工

作的政府统筹性、机制规范性、适

用广泛性。然而经过深入解读和

初步实践，目前仍有3方面的问题

有待解决。”市政协委员陈永亮在

今年上海两会上提交的《关于进一

步完善城市更新相关制度的建议》

中，分析了城市更新相关制度有待

解决的短板，即立项难、审批难、建

设难，建议通过制定具体实施细

则、条例解释文件等方式，加强政

府监管部门对城市更新项目的全

过程管理，也让市场主体在参与城

市更新工作时有法可遵、有理可

依、有的放矢。

市政协委员李海泳在提案中表

示，应加大社会资源的参与，发挥社

会资本的资源整合优势。“在充分发

挥上海地产集团关键平台作用的同

时，优化城市更新项目开发运营的

组织架构，切实保障相关主体的合

法合理权益，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

性，加大社会资源的参与。”

市政协委员张海建议遵循“政

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促进市

场运营主体与市属国企和地方平

台联动的运作模式，实现优势互

补。围绕城市更新实施在相关主

管部门之间建立统一协调审批流

程与机制，解决政策落地的“最后

一公里”问题。

整合区域行业资源
市政协委员对进一步做好城市

更新的建言献策，引发较大反响。

“经典黄浦 ·城市更新”党建联盟的

诞生，也是不断落实城市更新为民、

靠民、惠民宗旨的一项新举措。

记者在昨天举行的“经典黄

浦 ·城市更新”党建联盟成立大会暨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获悉，联盟将根

据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平等协作、

共同发展的总体思路，以黄浦老城

厢地区、北京路地区、金陵路地区、

浦西世博滨江地区等城市更新重点

项目为载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

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整合区域资

源、行业资源，开展多向联系、多向

服务。今年，联盟计划通过举办城

市更新专业论坛、“行走的党课”特

色路线、社区特邀设计师大赛、“党

心暖人心”微心愿认领等一系列活

动，激发城市更新工作的硬核动

能，把城市更新做成民心工程、经

典精品。 本报记者 江跃中

上海第一个城市更新党建联盟正式成立

探索城市更新 新模式市区联动
政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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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郜阳）2万多份门诊

病人问卷调查显示，

2021年门诊病人的

总体满意度评分平均

为 4.76分（满 分 5

分），总体满意率为

95.30%；同时，医疗

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也

改善了病人的就医体

验。这是记者今天上

午从2021年上海市

公立医疗机构病人满

意度调查新闻通气会

上了解到的情况。

2021年度上海

市公立医疗机构病人

满意度调查由市卫生

健康委指导，上海医

药卫生行风建设促进

会和复旦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共同组织。

满意度
保持高水平

2021年我国仍处

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时期，上海市公立医

疗机构面对疫情防控

和医疗服务的双重压

力，继续以病人为中心，医疗质量

持续改进。2021年上海市门诊病

人对医疗服务满意度保持高水平，

例如医院设备设施与信息化服务、

医生服务、其他医务人员服务、医

疗服务流程与效果这4个维度的满

意率分别为 95.75%、95.87%、

95.41%和94.29%。

调查发现，相较于2019年，门

诊病人满意率改善较明显的有：

“我对门诊诊疗中的等候时间满

意”“医院医疗费用合理”“我愿意

推荐亲朋好友到此医院诊疗”“门

诊区域洗手间清洁卫生、无异味，

地面防滑，有安全提示标识，有坐

便器，设置挂钩”“医院提供多渠道

的门诊分时段预约方式，必要时为

门诊和出院复诊病人提供中长期

预约”和“医院设备状况良好，有便

民和无障碍设施”这6个项目。

数字化改善
就医体验
围绕上海市“便捷就医服务”

的7个应用场景，上海市公立医疗

机构积极参与“便捷就医服务”数

字化转型，切实提升了老百姓就医

便捷度和获得感。尤其是门诊病

人居家预约即付费的“在线挂号付

费零等待”、医疗付费

“一件事”、“基于信用

无感支付”、门诊预约

后感受到的候诊时间

缩短等，使门诊病人

的预约率和门诊就诊

总时间明显缩短。

据悉，2021年门

诊 病 人 预 约 率 为

60.46%。其中，2021

年三级综合性医院、

三级专科医院、二级

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门诊预约率分

别 达 到 69.58 %、

84.16%、50.88%和

23.91%。2021年门

诊病人就诊总时间小

于 1小时的比例为

35.81%；而就诊总时

间达到或超过3小时

的比例为12.25%。

在“便捷就医服

务”数字化转型的推

进中，部分病人，尤

其是老年病人的数

字鸿沟客观存在。

为此，上海市公立医

疗机构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如无法使用

健康码、行程码的门诊病人可凭

身份证登记进入门诊部，增加门

诊现代化电子设备使用时志愿者

或医务人员的指导服务，以方便

这部分病人的便捷就医，得到了

病人的认可。

老年人期待
更多关切
调查研究发现，在4542名有

门诊胃肠镜、超声、CT和磁共振检

查的病人中，检查预约天数小于7

天的占84.37%，有6.01%的门诊病

人检查预约时间在14天及以上。

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如何缩短门

诊影像检查预约时间需要引起重

视，尤其是三级专科医院门诊影像

检查的预约时间14天及以上的病

人比例达到11.03%。

此外，在3831名门诊病人对

门诊医疗服务提出的改善意见与

建议中，27.23%的门诊病人提出

等候、排队时间需要改善。

调查还发现个别门诊老年人

希望得到更好的人工服务或更多

志愿者帮助。此外，一些门诊病人

还期望公立医疗机构更好地提供

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希望医务人员

改善对老年人的服务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