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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建议】
我是一名  岁的孤老，平时求医问药打

针多有不便，希望社区医院针对孤老等特殊

人群有专门的陪护人员，老人看病可以提前

预约。 市民 程先生

【调查研究】
程先生家住黄浦区合肥路，年龄大了，

腿脚也不利索，平时看个小毛小病都习惯去

离家近的社区医院。

上个月，程先生自行前往淮海中路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准备接种疫苗。好不

容易走到那里，医生检查后却告知，各家医

院的疫苗储备不一样，程先生的身体状况

可能不适合在这里接种，建议他到其他地

方去接种别的疫苗。无奈之下，程先生只

能无功而返。

回到家后，程先生打电话咨询相关部

门，询问像自己这样的情况该去哪里接种。

几天之后他得到回复，得知可以去打浦桥

街道卫生中心接种。因为对那家社区医院

不熟悉，加上路程又远，程先生至今都不敢

前往。

这一段到社区医院打针的经历，让程先

生深感不便。一是事先没有人告知老人打

针注意事项，让他白跑了一趟；二是去社区

医院要独自摸索，浪费很多时间。“要是社区

医院有专门的服务人员，可以事先咨询相关

注意事项，并能提前预约陪护服务，就能让

我们这样的孤老在求医问药时方便很多。”

程先生呼吁。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末，上海独居老

年人数为30.06万人，其中孤老人数为2.24

万人。程先生的呼吁也代表了一部分老人

的需求——事先能找到人咨询、就医过程中

能有人陪护。

【解决方案】
记者与市卫健委取得联系。相关部门

回应称，针对老人的社区诊疗需求，主要依

托于家庭医生制度，今年将进一步提高家庭

医生签约率。

目前，上海有24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8所分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延伸还

有844个卫生服务站、1142个村卫生室。而

作为“健康守门人”的家庭医生制度，自2011

年在上海实施至今已超过10年，目前累计签

约达920万人，按常住人口来算，签约率在

37%左右，今年目标签约率为39%，签约人

群中，65岁以上老人的签约率近90%。

不过，不少市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仍

缺乏全面了解。据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未来将增加服务内涵，其中包括提供更多诊

疗服务项目、开展更多适宜技术。下一步，

社区将强化以人为中心的健康管理服务能

力，为有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人群

提供健康监管服务。老人如有日常健康咨

询、社区诊疗需求，均可向家庭医生寻求帮

助，针对一些困难老人的特殊需求，家庭医

生还可提供上门服务。

对于程先生提出的老人社区看病的陪

护需求，记者也询问了其所在的复三居委

会。居委会工作人员反馈称，对于社区高龄

老人、独居老人等困难群体，社区有专门的

志愿者会不定期上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如果是就医陪护需求，则依托于民政部

门推出的“养老顾问”制度。居委会也向程

先生推荐了提供专业陪护服务的护理站。

记者将相关部门的回复告知程先生。

他表示，今后会加强与家庭医生的沟通，及

时获取健康指导。同时，他已向护理站成功

预约就医陪护服务，将于近日前往社区医院

接种。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左妍

腿脚不便却白跑一趟，想换家医院又怕人生地不熟

孤老社区诊疗，如何预约陪护？

转眼间，“申程出行”App在申城上线已

有两年多。这个上海市实事项目汇聚了全市

出租车企业运能，线上线下均可“一键叫车”，

通过在居民区门口、人流量较高的服务窗口

等安装“一键叫车”设备，为不善于使用手机

App叫车的老年人提供信息化出行服务。

那么，作为“助老帮老”实事项目，如今线

下点位推进得如何？市民在普遍叫好的同

时，也对存在的一些不足提出了意见建议。

记者实地探访商圈、医院和居民区等十余处

点位，发现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出现了

一些新的痛点。

路边扬招杆：使用率不高
5月13日15时41分，记者来到人民广场

来福士南1门的扬招杆旁。3名老年人正用

手机摸索着打车，等待10分钟后，其中一名蔡

阿姨接到了司机的电话，司机表示没找到乘客

所在位置，显然蔡阿姨使用了手机App的自动

定位功能，但没有精准定位。在连续沟通3分

钟未果后，蔡阿姨有些懊恼并取消了订单。

于是，记者上前询问：“这里有‘一键叫

车’服务，您听说过吗？”她摇了摇头。在记者

的帮助下，蔡阿姨先按下“一键叫车”按钮，然

而并没有出租车响应接单。16时02分，蔡阿

姨尝试扫描扬招杆显示屏上的二维码，在输

入手机号和验证码后，过了1分45秒，有司机

接单了。由于扬招杆是定点安装，已设置点

位信息，因此乘客不必再重新定位，这一点对

于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乘客来说十

分有用。

但是，路边扬招杆的使用率可谓极低，基

本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大多数市民表示并

不了解扬招杆的功能，更不要说去使用了。

为了验证这一说法，记者前往虹口区白玉兰

广场和普陀区一公交站点的扬招杆处，各等

待了半小时，均未见有人前来使用。此外，有

司机反映，一般不会去响应扬招杆的按钮叫

单，因为曾遇上联系不到乘客的窘境——车

到了，乘客却走了。

“一键叫车”智慧屏：应用成熟
相比扬招杆，“一键叫车”智慧屏的操作

便捷度提升了不少，刷脸或使用手机验证码

都可以登录使用。

在静安区华东医院北1门出口处，柱子

上有明显的黄色“出租车呼叫点”字样。记者

看到一对年轻人在手机端打车等待无果后，

在智慧屏前刷脸登录了支付宝账号开始打

车，司机秒接单，年轻人惊呼：“这么快！比手

机软件还快！”一旁的保安师傅表示，这个点

位经常有“老病友”来使用，一般不会用手机

叫车的老年人都在这个门口打车，会网上叫

车的则都在延安西路的大门口打车，这里自

动定位的准确度比较高。

5月13日16时30分，记者来到位于黄浦

区的仁济医院西院，入口处的“铁皮房”中间

摆着一只大纸箱，挡住了“一键叫车”智慧屏

半个机身。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里有“一键

叫车”点位，可能很难发现这个智慧屏。不出

所料，这台设备一直无人上前使用。

除了医院，记者还探访了沪上多个小

区。家住普陀区兰溪园的牛老伯表示，智慧

屏安装一年多以来，他和小区里的老伙计们

确实出行方便了很多。“直接刷脸叫车我们还

是会的，只有第一次登录账号遇到了难题，但

在门卫师傅的指导下完美解决了。”牛老伯

说。不过，也有些小区的智慧屏使用率很低，

例如打浦桥街道的海华花园，由于地处闹市，

乘坐地铁非常方便，周边设施也比较完善，居

民打车意愿不高。

“Hello老友亭”：功能丰富
公交站点和出租车停泊处有扬招杆，居

民小区有智慧屏，而电话亭则串联起了中间路

段和大街小巷。改造后的电话亭变身“Hello

老友亭”，功能非常丰富，可通过里面安装的智

慧屏刷脸快速叫车；“12345手语视频服务”可

提供预约挂号、政策咨询等人工服务；如果迷

路了，可以用“守望相助”AI人脸识别找到家

属；在“15分钟生活圈”里，可以查询周边文

娱、医院、电信营业厅等设施的位置。

5月14日18时，记者在人民广场体验了

一次电话亭打车，司机的响应速度确实很快，

不到一分钟时间，屏幕上已显示有司机接单，

正在赶来的路上。在车上，司机宋师傅表示，

“一键叫车”的点位对驾驶员来说非常友好，

“打车软件的手机定位有时会出现偏差，一旦

跑错上客点，还会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纠

纷。这个设备定位很准，不会有这样的麻

烦”。不过，宋师傅也坦言，现在单子比较少，

一天接一两单线下“一键叫车”订单。

应对：调整点位 推广模式
作为颇受关注的实事项目，要推进得快，

更要推进得好，这尤为考验管理者的智慧。

在记者探访的十余处点位中，大部分功能完

好，但也遇到一台发生故障不能使用的电话

亭智慧屏，环顾一圈后并没有发现显眼的故

障报修电话。

“申程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许多智慧

屏于去年安装在居民区，受疫情影响，没有成

熟的条件给居民上如何使用的辅导课程。今

年，管理方将加强课程辅导和各点位志愿者、

门卫保安的培训工作，把点位再“扫”一遍，对

无人使用和管理不善的点位将作出调整，同

时继续推广好的模式。

本报记者 任天宝

两年多，“一键叫车”从“1.0”到“3.0”
本报记者实地探访十余处点位，发现有亮点也有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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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部分地区的地铁标识完善，

但虹桥商务区的地铁指示牌非常少，对此

地不熟悉的人很难找到地铁入口。建议相

关部门实地调研，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完

善指引系统，让市民出行更加便捷。

留言人 史先生

■ 宝山区水产路上的沃尔玛超市关

闭多时，房子一直闲置，而周边多个小区

都没有社区食堂。建议相关部门有效利

用闲置空间，将其转型为社区食堂，造福

周边居民。

留言人 王先生

■ 闵行区黎安公园附近有一条战斗

河，河水污浊，河面垃圾较多、冒泡不

止。另外，河道旁的护栏和河长公告牌也

已破损。希望相关部门及时清理河道，整

治受污染水体，保持河岸设施完好。

留言人 黄先生

■ 人民广场来福士门口的扬

招杆，下方是“一键叫车”按钮

■“     老友亭”

任天宝 摄
■ 兰溪园“一键叫车”智慧

屏的点位醒目，有操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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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9月  日，上海市出租车统

一平台“申程出行”   正式上线试运

行，随之配套的是“ . 版本”的   个出

租车候客点“一键叫车”扬招杆。    

年 月  日，“ . 版本”上线，位于曹杨

新村街道、北外滩街道、徐家汇街道三

个区域的首批  台“一键叫车”智慧屏

正式投入使用。而“3. 版本”则是    

年  月开始建设的“一键叫车”电话亭。

如今，全市应用较为成熟的“一键

叫车”智慧屏数量已达   个，年内还将

改造   个电话亭。

1.0版本 2.0版本 3.0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