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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证明来之不易
63岁的市民何先生是一名低保人员，早年与

妻子离异，又身患重病无力工作，长期赋闲在家，

目前独居在徐汇区复兴中路一间出租屋内，靠每

月1420元最低生活保障维生。近年来，何先生

的身体每况愈下，先后患上心脏病、肺气肿、肾结

石、痛风等多种疾病，几乎每年都要住院两三次。

按照上海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本市

医疗救助政策的通知》（沪医保规〔2020〕4号）规

定，本市医疗机构根据街道（乡）镇社会救助管理

机构出具的证明，对本市特殊救济对象和低保对

象免收住院押金。“现在生病住院动辄就要两三

千元押金，这对于我们低保患者来说是一笔沉重

的负担，好在上海及时出台了这项政策，真是解

了我的燃眉之急！”不过，欣慰之余，何先生也有

遗憾之处：因为根据规定，低保人员必须提供户

籍所在地街镇开具的书面证明，且该证明仅当次

有效。这意味着，患者每次住院，都得跑去重开

证明，“我家距离天平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有1公里，加上我腿脚不便，出门得拄拐杖，

一来一回就要40分钟，真的很不方便！”何先生

坦言，他理解出具证明的必要性，但次次都要跑

线下，确实有些折腾，“我知道上海正在推广一网

通办，很多信息在手机App上就可以查到，要是

低保证明也能在线办理就好了。”

一些缺憾摆在面前
对于何先生的遭遇，徐汇区天平路街道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陶雄峰感同身受：

“我在社区工作10年了，平时主要负责居民的医

疗救助审核，因此经常与何先生这样的困难群众

打交道，仅去年一年，我们中心就为辖区内需要

住院的低保户开了38份证明。”

陶雄峰说，从政策制定的初衷来看，住院免

押金肯定是桩大好事，为低保家庭雪中送炭，可

在实际操作中也的确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证明办理不便捷。低保人员要向户籍

所属街镇申请开具书面证明，可住院患者多为孤

老、独居老人，身体不佳，为一纸证明来回奔波，耗

时耗力，更不用说有些市民人户分离，若赶回原户

籍所在地，路上就要花费几个小时。许多老人嫌

麻烦，只好放弃申请，转而向亲友借款筹措押金。

其次，医院跨区不互认。目前，许多医院只

认可其所在区的街镇出具的证明。陶雄峰举例

说：“比如我们开的证明，徐汇区的医院都认，但

患者去外区就医，那些医院可能就不受理了。”

最后，急诊住院难适用。患者一旦突发疾

病，在紧急情形下，几乎无法跑回社区即时申请，

从而错过本应享有的权利。

一份建议切中要害
“之所以有这些困扰，症结就在于必须提供

书面证明这一硬性规定。为何不换个思路，把办

理流程从线下搬到线上呢？”陶雄峰认为，上海正

全力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已成社会共识，也是政务服务的努力方

向，何况低保家庭本就需要社会关爱，更应该为

他们打造一个便捷、高效的“绿色通道”。以办理

低保证明为例，若民政部门和医院之间能打破数

据壁垒，实现低保家庭信息共享，医院就能实时

确认患者身份，省去东奔西走之苦。

今年3月，他和同事吴玮佳拟写了一份《关于

职能部门和医院加强本市低保对象住院信息联动，

减免办理住院押金手续的建议》，提交至街道人民

建议征集办。因涉及市级层面的跨部门协调联

动，该建议随后被送到市人民建议征集办的案头。

“这份建议来自最贴近老百姓的社区工作者，

说到了困难群众的心坎上，既切中要害，又饱含温

度，一定要抓紧研究落实。”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工

作人员立刻与建议人取得联系，并主动下沉社区

开展调研，与工作人员、低保对象面对面交流，倾

听民意。在充分掌握一线实情后，市人民建议征

集办牵头召集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大数据中心

现场办公，研究解决方案。各部门也积极配合，当

场“接单”：市民政局承诺将全市低保家庭建档立

卡信息完整准确地推送给市大数据中心，并负责

后续动态更新；市大数据中心则为全市医疗机构

开发设置查询接口；市卫健委联合申康医院发展

中心，指导和推动各定点医疗机构升级住院收费

系统，无缝对接低保人员信息库。

一个问题由点及面
事情至此并未画上句号，从发现一个问题到

由点及面解决一类问题，又成为职能部门的下一

个工作目标。

市信访办、市人民建议征集办会同相关部门

紧紧抓住“数字赋能”和“流程再造”两个关键，坚

持多部门协作、多环节衔接、多系统对接，合力从

“办好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

此次调研中，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工作人员获

悉，除了住院免押金，低保家庭子女在基础教育学

段也可享受学杂费减免等一系列“利好”，但家长

需向学校提供低保家庭书面证明和《资助申请

表》，且有效期仅为一学期，日后还需反复申请，更

有不少家长担忧此举会伤及孩子自尊心，权衡再

三后不得不放弃申请。

既然医疗机构和民政部门已成功试点信息共

享，教育系统是否也能“成人之美”，为低保家庭解

忧纾困呢？

据市人民建议征集办介绍，在收到相关建议

后，市教委积极响应，主动完善本市基础教育阶段

学生资助业务流程，新学期低保家庭子女入学无

需申请即可减免学杂费。

此外，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聚焦数字化

转型，全面梳理需在社区中心办理的证明类材料，

对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证明、上海市低

收入困难家庭成员证明、上海市特困人员证明、上

海市定期定量生活补助对象证明、上海市支出型

贫困家庭（第一类）成员证明、上海市支出型贫困

家庭（第二类）成员证明等6项材料，会同市大数

据中心、市民政局、市房管局，全部实现电子证照

制发和数据共享。过去一年，上述材料的线下出

证量近8.6万张。如今，相关市民群体通过“随申

办”手机端，就能线上申领，只需电子“亮证”，就能

办理相关事项。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办主任、市人民建议

征集办主任徐惠丽介绍，在主题教育坚持突出一

个“实”字的要求下，各单位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结合起来，把集中会商与各方协同结合起来，把

调研解决问题和联合整改问题结合起来，通过一

条条群众建议完善工作，形成一揽子的便民政策，

实现了从个案处理到类案优化、从人找政策到政

策找人、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跨前的转变，最大限度

方便群众办事、减轻基层负担，努力让“管理无感、

服务有感”。

低保人员住院免押金 可“免申即享”

6项书面证明取消 百姓不用东奔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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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家庭住院免押金，是上海
为缓解困难群众医疗负担出台的
一项惠民政策。但根据相关规定，
低保对象仍需前往户籍所在地的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开具书面
证明，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
诸如办理不便捷、跨区不互认、急
诊难适用等，又屡屡成为低保病人
享受政策红利的“拦路虎”。
今年3月，徐汇区天平路街道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两位工
作人员有感于低保人员在就医时
遭遇的种种不便，主动向人民建议
征集部门提交了一份简化认证流
程、推动信息共享的建议。民之所
盼，政之所向。市人民建议征集办

立即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并召
集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大数据
中心共商解决方案。
同时，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

务处聚焦数字化转型，全面梳理
需在社区中心办理的证明类材
料，对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成员证明、上海市低收入困难家
庭成员证明、上海市特困人员证
明、上海市定期定量生活补助对
象证明、上海市支出型贫困家庭
（第一类）成员证明、上海市支出
型贫困家庭（第二类）成员证明等
6项材料，会同市大数据中心、市
民政局、市房管局，全部实现电子
证照制发和数据共享。

本报记者 房浩

今年 月  日，本报

 版刊发《补发的 万多

元丧葬补助金打入亡父

账户》的报道，反映市民

施先生的父亲于    年

去世，其生前所在单位于

    年补发了一笔丧葬

补助金，但这笔钱竟直接

打入了亡父的账户。为

了拿回这 万多元，施先

生找了多个部门、几乎

“跑断腿”，但得到的答复

都是“不能办”，这件事一

度陷入了“死循环”。后

经本报沟通协调，施先生

在提供了死亡证明、户口

本、身份证、承诺书等相

关材料后，从银行一次性

提取了父亲账户中的 

万多元余额，终于解决了

困扰自己多时的烦心事。

去年  月 日，本报

 版刊发《为何我多了

“儿子”“女儿”？》的报

道，讲述市民吴先生打

开自己“随申办市民云”

   ，进入“专属”频道，

查看自己的“家庭图

谱”。不看不知道，一看

吓一跳。“家庭图谱”显

示：他和妻子竟然共有

两个儿子，不知何时多

了一个“大儿子”。而不

少市民在查询后，也发

现了同样的问题。经过

记者反馈并多方印证，

错误信息已被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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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月 日，本报

 版刊发《到底如何证明

我爸和她爸是亲兄弟？》

的报道，反映  岁的金

阿婆（化名）照顾堂姐  

年，堂姐去世前留下遗

嘱，将遗产全部赠给堂

妹。然而金阿婆去有关

部门申请丧葬补助金和

抚恤金时却遇阻，因为

没有办法证明“血缘关

系”。经本报报道后，金

阿婆重新提出申请，终

于领到了丧葬费。

去年9月  日，本报

 版刊发《身份信息遭盗

用  多年前“被生娃”！》

的报道，反映市民兰女

士初为人母诞下女儿，

但在为宝宝办理生育金

时，竟被告知还有个

    年出生的“儿子”！

一方面，医院坚称“无

错”，两年来一直不解除

她与“儿子”《出生医学

证明》上所谓的“亲子关

系”；另一方面，丈夫始

终心存芥蒂。经记者多

方调查，原来兰女士的

身份证号被人盗用。后

经“新民帮侬忙”介入，

提供相关证明，兰女士

终得“清白”。

■ 本报相关报道

今天上午，记者

来到徐汇区中心医

院，探访政策落地后

的实施情况。医院财

务收费处组长陈蔚介

绍，以往低保人员住

院时，确实需要携带

户籍所在地街镇开具

的书面证明，才能办

理免押金手续。5月

中旬，医院接到区卫

健委通知，徐汇区将

先行先试，在区属公

立医疗机构系统率

先落实低保患者住

院免押金政策“免申

即享”。经技术人员

安装调试后，5月26

日，该服务正式上线

运行。

“低保患者的身

份确认流程很简单，

只需要三步，不到一

分钟就完成了。”陈蔚

随后给记者现场演示

了办理步骤，首先登

录电脑桌面上的“民

政统一信息管理平

台”，然后进入“救助

资格查询”菜单下的

“低保资格查询”，最

后输入患者的姓名和

身份证号，即可确认

身份。如果信息属

实，页面上会显示“您

查询的???当前是最

低生活保障对象”，还

有对方所属的街镇信

息。“线上办理对医院

和患者来说都是件好

事，一方面我们不用

再每次都查验、留存

低保证明，减轻了窗

口工作人员的负担，

另一方面患者也不用

再来回奔波，只需在

入院时告知自己是低

保人员，把医保卡交

给工作人员就行，而

且也不存在纸质证明

跨区互认难的问题。”

陈蔚说，“免申即享”政策实施以来，已

有2位低保患者先后办理了住院免押金手

续。对于这项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新福利，

患者也连连点赞。 本报记者 房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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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人员住院免押金政

策通过电子证照、数据共享

实现“免申即享”，   家医院

全部开通查询账号——在主

题教育推动下，上海的千家

万户又有了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

“就为了办一张低保人

员收入证明，辛辛苦苦来回

奔波，享受惠民政策能否更

加便捷？”

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

社区工作人员发出的是“有

温度”的建议和呼声，挂在心

上、落在实处的相关各方拿

出的是“有态度”的调研和整

改。解决一件“民生之忧”，

往往事涉方方面面，必须跳

出既定领域、打破部门壁垒，

突破思维惯性，在联手调研、

联动整改中，整合各方面资源

找准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于

是，市人民建议征集办牵头，

市政府办公厅、市卫健委、市

民政局、市大数据中心等同题

共答、同向发力，共同研究和

打通了数据共享、业务联动

上的症结，实实在在地让“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低保人员办理住院免

押金”的办证难题，虽然只是

一件“民生之忧”，但随之排

摸发现的“上海市特困人员

证明”等 项尚未实现电子

化的证照，却又是亟待破解

的一类“民生众忧”，数据显

示仅去年相关材料的线下出

证量就超过 万张。

如何在城市治理科学

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进程

中，持续推进“一网通办”“一

网统管”的迭代升级，让群众

办事更便捷舒心、更有获得

感？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我

们还需在“实”字上下更多功

夫，在“联”字上花更大力气，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

性，开展广覆盖多层面的会商，进一步在整合中

看到矛盾的普遍性，着力推动深层次的问题解

决。我们欣喜地看到 项材料已实现“电子化”，

我们期待更多的“民之众忧”有“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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