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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浦东新区
社区为九旬老人上门接种

“这几天，随着防疫政策的变化，不

少老人或家属来社区了解接种疫苗的情

况，有九旬老人也来预约。”今天，浦东新

区金杨新村街道罗山一村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侯海燕告诉记者。自从防疫“手势”

变化后，社区加大了接种疫苗的宣传，一

些市民从观望状态转为主动预约。

她告诉记者，上周，有一对九旬老夫

妻预约接种，社区特地为他们安排了上

门接种。两位老人一位95岁，一位92

岁。老人的儿子从海外归来，主动联系

社区希望为老人接种疫苗：“这样我再去

国外也可以安心一点。”

为了确保老人身体安全，当天接种

疫苗后，医护人员在老人家门外走廊等

了近半小时，看到老人身体状况没有问

题，才放心离去，老人的家属非常感谢。

据了解，除了传统的接种方式外，浦

东4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家特需门

诊接种单位已作好雾化吸入新冠疫苗的

准备，邀请“阿爷阿奶”来尝试一下全新

的体验。据了解，吸入用新型冠状病毒

疫苗不能开新针，可选择其进行序贯加

强接种。同时，接种门诊还有其他工艺

的新冠疫苗可以选用，用于新冠疫苗基

础免疫或者加强免疫。

徐汇区
当好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我有严重的基础病，能不能打疫

苗？”“我已经八十多岁了，需不需要打疫

苗？”……这些疑惑，徐汇区的不少老人

这些天在疫苗接种的咨询过程中找到了

答案。随着防疫措施的不断优化，城市

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为了筑牢免疫

屏障，这几天，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

纷纷来到疫苗接种点，接种新冠疫苗。

徐汇区也开通绿色通道，为老人接种疫

苗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家住古宜路180弄的曾老师今年70

岁。8月底接种第二针疫苗后，12月7日

居委会为他安排了上门接种加强针疫

苗。“我做了肝移植，一直都要吃抗排异

药。一开始也很担心，到底能不能打疫

苗。”在咨询了三甲医院的医生后，医生

告诉他移植病人是可以打疫苗的。于

是，曾老师立马预约接种了第一针疫

苗。接种完疫苗后，曾老师觉得日常出

行多了一份安心。“不仅是家人很赞同我

打疫苗，居委、街道都很重视老年人，我

也应该响应号召，对自己负责。”

静安区
打通接种“最后一公里”

这个双休日，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

的全体干部和18个居民区的社区工作

者们全员在岗，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而

忙碌着。在各个小区的主入口和居民区

的显眼位置以及疫苗接种的现场，“为什

么倡导老年人要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芷江西哪些地方可以接种疫苗？”等与

疫苗接种相关的彩色海报与传统的粉笔

黑板报，也齐齐上岗。

在此之前，社区工作者也分别通过

微信群，发布了在家门口开设新冠疫苗

接种点的通知，还把自己所在块里居民

的疫苗接种情况，仔细捋了一遍后，又挨

家挨户通知，给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营造

出浓厚的宣传氛围。

交通公园居民区的二楼接种点，章

先生正陪同87岁老父亲前来接种新冠

疫苗，在完成疫苗注射后，章先生仔细跟

父亲交代着注意事项。“之前因为老父亲

有基础疾病，一直没有给他接种疫苗，现

在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考虑到老人

虽然不怎么出门，但是小辈们也会经常

上门来探望，总归要跟外界有接触的。

刚才现场接种医生也对老先生的健

康状况进行了评估，认为可以接种，

接种上我们也放心。”章先生说。

本报记者 宋宁华 袁玮 江跃中
通讯员 曹香玉 吴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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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商银行坚持“人民金融”践行“消保为民”

在党的二十大精
神引领下，上海农商银
行深入贯彻“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践
行“人民至上”的经营
理念，坚持“客户中心”
战略。长期以来，该行
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从维护好广
大金融消费者长远和
根本利益出发，保障金
融消费者八项权利，持
续优化服务体验，提升
公众金融素养，切实履
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主
体责任。

从“老有所想”
到“老有所享”

2022年8月，上海农商银行与

上海教育电视台携手打造的《安

享心生活》节目正式推出。节目

以该行养老金融服务品牌命名，

通过传递金融知识、详解康养文

化、细品腔调生活等内容，使老年

群体体验“乐”“享”“养”的生活情

趣，切实服务老年群体高品质生

活。

作为沪上一家专注为客户创

造价值的服务型银行，上海农商

银行认真践行“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积极

服务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以老年客群的需求为出发点，着

力解决老年客户“看不清”“用不

来”“站不动”等问题，不断优化

营业网点适老及无障碍环境设

施与服务。近年来，该行先后通

过推出上海地区首台支持纸质

存单业务智能机具，创新设计智

能柜员机低柜、坐式智能柜员

机，开设老年群体绿色通道或专

属窗口，配备沪语服务人员等多

样化措施，持续提升老年客群金

融服务的舒适度、满意度。目

前，上海农商银行已有32家网点

被评为“上海银行业敬老服务网

点”，浦东新区曹路支行创评本

市首批无障碍环境建设网点。

在网点升级的同时，该行还根据

老年客户的手机使用习惯，推出

适合老年人的手机银行APP长辈

版功能，对软件界面和字体进行

全面优化，并配备了可以轻松触

达敬老专属人工客服的“一键

通”功能，有效解决老年群体使

用电子银行渠道的痛点和难点，

保障老年客户金融服务可获得

性，助力“银发族”享受“数字化”

的美好生活。

从“少有所依”
到“少有所怡”

“从最初的物物交换，演变到

后来的等价物交换，再发展成为现

在我们真正意义上货币的出现

……”

“小朋友们，你们的零花钱都

是怎么用的啊？下面，我们一起来

做个关于‘理性购物’的小游戏

吧！”

“学生小王为了购买手机及其

他高消费品，通过借贷平台申请贷

款。经过拆东墙补西墙，不断找其

他网贷公司借款还债，最终欠下多

家公司高达几十万元的债务，而他

最初贷款的金额仅为3万元。”

从一个个生动形象的知识、简

单易懂的案例、好玩益智的游戏中

可以感受到上海农商银行“小小金

融家”课堂上精彩纷呈的课程内

容。

“小小金融家”是上海农商银

行聚焦“一老一少”的又一有益探

索。自2018年至今，该主题系列

课程通过体验式、互动式、云端式

的宣教形式帮助青少年掌握金融

知识，树立正确的金融价值观。

同时，该行进一步扩大服务外延，

在部分营业网点探索设立“财商

公益角”，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

构建青少年财商教育体验式平

台。此外，在高校合作方面，上海

农商银行也已构建了一套成熟的

服务体系，其以“双向知识传播，

双向教学实践”的合作模式，定期

为在校大学生开展消保知识宣

导，共同筑牢校园金融安全防线，

持续为社会创造价值，营造可持

续发展的共赢格局。

上海农商银行以“常态化+阵

地化”的宣教形式，不断丰富“农商

消消乐”内涵，关注“一老一少”群

体，深入“三农”区域，依托上海郊

区108个乡镇1556个行政村网点

全覆盖的优势，深化整合多方资源

开拓平台，将提质扩面相结合，打

造形式“新”,内容“精”，特色“明”，

范围“广”的“农商消消乐”主题课

堂。

从“心有所系”
到“鑫有所及”

“我也知道疫情当下网点刚刚

复业都很忙，但实在是非常需要这

笔钱，很感谢他们能为我们考虑，

这么快就上门。”

“农商行是一家有温度的银

行，感谢你们的贴心服务解决了我

遇到的这个大难题。”

“谢谢你们！以后我再也不会

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了。”

客户有所需，农商有所及。

这一句句感谢是上海农商银行

“坚持客户中心”的缩影，串起了

该行“及客户之所及”的服务足

迹。上海农商银行通过丰富线

上渠道、上门服务等方式，主动

破解金融服务难题，打通金融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通过临柜转

账核实、智能平台监测、反诈主

题宣传等措施，将“人防”+“技

防”+“预防”相结合，以农商人的

专业服务为人民群众牢牢守住

“钱袋子”,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

财产安全。

心之所向，行之所往。多年

来，上海农商银行以金融服务为抓

手，关注“急难愁盼”的民生事，推

进“走深做实”的消保事，打造多元

化、专业化、人性化的服务体系，充

分回应新时代新征程，人民对普惠

化、便捷化、优质化金融服务的美

好向往。

人民金融为人民。上海农商银行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客户至上
的理念，坚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信心。该行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践行“普惠金融助力
百姓美好生活”的使命，传承“尚德尚善、惠城惠民、至精至勤、共愿
共美”的企业文化，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继续书写“人民金融”
的新篇章。

固定点+小分队
从明天零时

起，相关部门公布，将
下线“通信行程卡”服务，
标志着防疫措施进一步优
化。在上海各社区，除了常规
疫苗接种点外，有的采取“固
定点+小分队”等服务方式，为
高龄老人等上门接种，打通老
人接种疫苗的最后一公里。

这个周末，上海各区加班加点增

设多个家门口的临时疫苗接种专场，

尤其服务好家有“老宝贝”的家庭，为

他们穿好疫苗这件“无形的防护服”。

昨天下午2时许，记者来到长宁

路515号，这里一楼是江苏路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站，二楼是街道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长者照护之家。两位社区医

生正在二楼为老人接种。

沈阿婆的女儿朱女士专程赶来，

在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79岁的沈阿婆刚刚住进养老院，

因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此

前就一直没有接种。“前几天妈妈主动

打电话给我要求打疫苗，说这样对大家

都负责。”朱女士说，养老院告诉她，老

人打疫苗会先评估，如果评估合格，基

础疾病在稳定期，就可以打。她看周围

亲戚邻居都打了，网上也有很多宣传，

也就打消了顾虑。

接种完二楼的四位老人后，两位

社区医生又来到一楼，为赶来打疫苗

的社区老人服务。家住愚园路的邹先

生和杜阿姨老两口，昨天收到了居委

会的又一次通知。“打疫苗是保护自

己，做好预防，提高免疫力，对自己有

好处，下一步要靠自己了！”79岁的邹

先生这次来打第二针。老伴杜阿姨77

岁，打第一针。

家住附近海信花苑的89岁的张

阿婆坐着轮椅，由儿子丁先生推了过

来。张阿婆有高血压，心脏还装了支

架，之前一直没打。因为防控政策在调

整，三兄弟都专门开会讨论，也征求了张阿婆本人的意见。

随后，两位社区医生和居委干部还上门为海信花苑一位行

动不便的老人接种。

据悉，长宁区10个街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至

少开设三个半天的新冠疫苗接种门诊。除了天山中医医

院外，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很快都可以按需提供吸入式

疫苗的接种。另外，除了养老院和社区老人外，区教育局

正在牵头摸底，加快推进青少年的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记者 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