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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屠瑜）6月9日，

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沪惠保”2022版以线上视频方式

正式发布。据“沪惠保”共保体介

绍，自从5月25日“沪惠保”开启预

约投保以来，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370万本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完成了

预约。预约参保人年龄最小的为尚

未满月婴儿，最大的为107岁老人，

平均年龄46岁。

“沪惠保”自去年推出以来，截

至2022年5月底，累计赔付超6.4亿

元，赔付案件16余万件，惠及数万

家庭。其中个人累计赔付最高金额

89.7万元，年龄最大的理赔用户101

周岁，年龄最小的仅1周岁。

“沪惠保”2022版坚守普惠初

心，延续“低门槛、高保障、广覆盖”

的产品特性，不限年龄、职业、户籍、

健康状况，只要是上海基本医保参

保人均可投保。保费为129元一

年，可获得医保范围外最高310万

元保障。产品保障方面，“沪惠保”

2022版着力减轻群众重特大疾病

就医负担，在2021年度医保目录外

住院医疗、国内特定高额药品和质

子重离子医疗三大保障基础上，保

障升级，实现了“两增一扩”：

“增”前沿医疗。突破性地新增
CAR-T高尖医疗保障，提升创新药

物可及性，让世界高端医疗技术惠

及更多患者，且零免赔额，最高赔付

金额达50万元。

“增”海外特药。新增15种海

外特药保障，可报销患者在海南博

鳌乐城指定医疗机构就诊并开具的

国外上市国内未上市且必须使用的

临床急需进口药品，且零免赔额，最

高赔付金额达30万元。

“扩”国内特药。在对原国内
21种特药保障中，已纳入医保目录

的7种特药进行增补更替的基础

上，扩展特药药品至25种，适应症

由原来的17种扩充至23种，进一步

满足群众急需的高额药品保障。

据了解，2022年度“沪惠保”投

保正式开始，2022年7月31日24时

之前，上海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

投保，保单2022年7月1日生效，保

障期至2023年6月30日。已完成

预约投保的参保人无需操作，自动

转为正式投保。

“沪惠保”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

户余额支付，同时参保人员可以使

用个人历年账户余额为最多6位直

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参保，被

保险人须为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员。

参保人可以在“沪惠保”官方微

信公众号、随申办、支付宝、腾讯微保

平台投保，也可以通过扫二维码方式

投保。不方便线上投保的部分老年

人 等 群 体 ，可 以 通 过 拨 打

4008955550电话反馈投保需求，会

有服务专员对接跟进后续投保工作。

上海自6月1日起进入全面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过去一

周内，本市绝大多数报刊订户都能

如常收到每日的《新民晚报》等报刊

了，很多订户还一下子收到了前两

个月积压的报纸，这份“精神食粮”

让订户们喜笑颜开。而这背后，凝

聚了邮政投递人员无数的汗水，其

中上海市黄浦区邮政分公司在6月

1日至5日，将积压的110余万份报

刊补投递完毕。

4月、5月，新民晚报社的编辑

记者克服重重困难，坚守岗位，每天

坚持出版报纸。但由于疫情防控要

求，各社区封闭管理，《新民晚报》无

法及时送到读者手中。6月1日起，

除现有封控区外，全市范围内订户

基本都能如常收到每天的《新民晚

报》，本市各邮政支局也开始将之前

未能投递的报纸，为订户分批补投

递。但因各区域进度不同，敬请读

者耐心等候。

据上海市黄浦区邮政分公司寄

递事业部副总经理张海岭介绍，黄

浦区范围内有6个邮政支局、共计

204名普邮投递员，负责1000多个

小区及商务楼的报刊投递工作，每

天需投递《新民晚报》等报刊8.5万

份。4月1日起浦西开始封控，如果

邮政部门在封控期间什么也不做，

每天8.5万份报刊积压下来，恐怕连

堆放的地方都没有。

事实是到6月1日时，整个黄

浦区积压的报刊“只有”近120万

份，邮政分公司是如何做到的？“4

月1日起，我们有48名留守人员坚

守岗位，到了5月中旬增加到了96

人，他们不仅配合街道送保供物

资，也在继续做着少量投递报刊的

本职工作。”

5月上旬，黄浦区邮政分公司

要求各投递单位做好区域内党政

机关和重点企事业单位的电话联

系、上门走访工作，形成联系台账，

详细记录用户对报刊投递需求及

复投时间，优先保障重点报刊投递

不中断；同时，充分调动留守人员，

对每日新来的报刊做到及时处理，

并按户捆扎，为随时复投做好充分

准备。

到了5月中下旬，随着防范区

范围越来越大，很多小区开始允许

送报刊到小区门口了。黄浦区邮政

分公司在之前准备工作的基础上，

加强与属地街道、居委的对接沟通，

协商投递方式；通过系统查询用户

联系方式，主动联系用户，商定投交

时间、投交地点；投交时参照包裹快

递投递方式采取无接触投递至小区

（用户）指定部位（报刊按户捆扎、批

注具体门牌室号），由用户自取或小

区志愿者投递上门。

任劭谦是黄浦区邮政分公司

金融业务部员工，平时没送过报

刊，但他主动加入到临时投递员

的队伍，在一个时期内负责斜土

路80弄小区内“最后100米”的报

刊投递工作，每天要投递三四百

份报刊。

5月31日，上海全面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的前一夜，黄浦区

邮政分公司已恢复完成了黄浦区

范围内所有党政机关、30%的企事业

单位及私人用户的报刊投递工作，

当天“只剩下”留存报刊1181200份。

“这近120万份报刊堆在投递

工作场所，甚至是邮政支局的办公

室、会议室、营业大厅等。”张海岭

说，“但我们的普邮投递员很多都回

到工作岗位了，6月1日复工率已超

90%，6月1日起用5天时间把积压

的报刊全部补投递完（除封控区

外），现在这个任务已圆满完成！”

6月3日，南车站路邮政支局

的工作现场，各种报刊还堆得四处

都是，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整理，

按户捆成包裹；到了6月6日，现场

已无堆积的留存报刊。6月3日，

家住斜土东路158弄的朱先生收

到投递员送来的一叠《新民晚报》，

非常开心。

黄浦区邮政分公司要求抓紧6

月1-5日的复工复产及端午小长

假完成6月当期报刊及4-5月留存

报刊的清场投递。尤其是在端午

假期中，各级管理人员和投递员

冒着瓢泼大雨，一直奋战到晚上

10时。

南车站路支局的邮车驾驶员

高英，4月初就作为留守人员，配合

老西门街道给街道内部分老人配

送餐食，已连续两个月没有休息过

一天，单位安排他端午假期休息，

但他还是回到了工作岗位，和大家

一起补投递留存报刊。

本报记者 金志刚

如常收到每日《新民晚报》了
110余万份报刊5天内补投递完毕，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2022年度“沪惠保”正式发布
129元保一年，可获得医保范围外最高310万元保障

这两天，除了

疫情、高考等“人间

事”外，还有件“天

上事”意外地冲上

了热搜。

日本文部科学省称，科

学家在小行星探测器“隼鸟

2号”采集的样本中检测到

了20多种氨基酸——这是

第一个证明在地球外存在

氨基酸的证据。

说到氨基酸，你是不是

自然联想到了某些功能饮

料？没错，氨基酸是形成生

命不可或缺的有机分子。

不过，聪明的人类还没搞清

楚它是如何到达古代地球

的。有理论认为，46亿年前

地球形成时氨基酸就已大

量存在，但被岩浆覆盖变得

极其炎热后便不复存在，可

随后又被流星从外太空重

新引入；另一种观点是，氨

基酸本身就存在于地球表面。

无论哪一种才是真相，这次

“隼鸟2号”的发现意味着研究人

员很可能证实了外层空间中也存

在生命的组成部分。谈到地外生

命，很多人都会很兴奋，有些脑洞

大开。事实上，人类一直在努力寻

找外星生命。

美国发射的旅行者一号、旅

行者二号已经飞出了太阳系的边

缘，正向着茫茫的宇宙深处驶

去。它们安装了介绍地球的金唱

盘，希望有朝一日

能有地外文明发

现并解码。通过

金唱盘，人类向宇

宙中的其他文明发出了充

满友爱的诚挚邀请，用普通

话说就是，“各位都好吧？

我们都很想念你们，有空请

到这来玩”。

对了，科学家还采用射

电望远镜搜寻外星文明信

号。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也开启了地外文明

搜索，寻找来自宇宙深处高

智慧生命的信号。

说到中国天眼，它又立

新功了！中国科学家领衔的

国际团队借助FAST，发现了

迄今为止唯一一例持续活跃

的重复快速射电暴！

当抬起头望向浩瀚星河

的那一刻，我们会变成思考

者，“我们从哪儿来，会到哪儿去”

“会不会有外星人同时也在遥远

的某个地方看着地球”……我们

对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尚不能完

全理解，更别提神秘未知的宇宙

了。可对超乎我们想象力的奥

秘，人类的好奇从未停止过，也正

是这份好奇，让我们一次次追逐

星辰大海。

无论“隼鸟”还是“天眼”，它们

都在做一份浪漫而勤奋的事，当

然，一定会得到回报！

本报讯（记者 郜阳）6月，上

海重启后，全市大街小巷的献血点

陆续恢复，迎来首批爱心市民。记

者上午从上海市血液管理办公室

获悉，6月1日至9日，申城共有

772人次捐献全血1308人份；571

人次捐献单采血小板1006人份。

中午11时许，外卖小哥贾师

傅走进七宝老街爱心献血屋，在通

过“数字哨兵”核验核酸、体温后，

在采血护士的引导下填表、体检、

献血……整个过程很顺利。这是

他第三次献血了，“以前送单时候

一直路过献血屋，今天取单时发现

有一单恰好在附近，就来献血了”。

6月7日，闵行区采血点首批

开放了七宝老街爱心献血屋和梅

陇爱心献血屋。复采首日，闵行区

两个献血屋共接待24名爱心人士

来献血，共采集全血9400毫升。

不少热血“蒙面侠”得知献血屋开

放特意赶来参与无偿献血。根据

疫情防控要求，献血者需全程规范

佩戴口罩，在入口处扫描“场所

码”，显示绿码及72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结果方可进入献血场所。

7日，虹口区彩虹献血屋同样

迎来了第一批献血者。“在社区做

志愿者的这段时间，我感受到了守

望相助的力量，抗击疫情如此，献

血亦是如此。”朱镕享和他的四位

同事是当天的首批献血者，五位小

伙儿都是四川北路上一家面包房

的员工。目前，虹口区彩虹献血屋

仅提供采集全血服务，单采血小板

预计将于6月13日恢复。

上海市血液管理办公室主任邹

峥嵘告诉记者，未来，各献血点鼓励

采取线上预约，线上填写健康状况

征询表的方式，优化采血流程，缩短

献血者的等候时间。

申城献血点陆续恢复
6月以来共有772人次捐献全血1308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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