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星期二 本版编辑/刘珍华 本版视觉/竹建英

·专版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为老年
人提供非专业性的养老服务，按照

一定的规则记录服务提供者的服务

时间，储入其在“沪助养老时光汇”

中的个人账户，以便将来兑换相同

时长的服务，服务提供者被称为“时

光伙伴”。昨天，市民政局在上海市

2023年“敬老月”的收官节目——

“沪助养老时光汇”主题展示活动上

透露，目前上海注册“时光伙伴”规

模已破万人，“存入时间币”已超过

12万小时。

在活动现场，市民政局负责人

等为全市服务时间最长的10名“时

光伙伴”颁发“时光礼包”。来自普

陀、长宁、浦东等8个区的12名助老

“时光伙伴”讲述了他们各自的“时

光故事”。活动现场为各试点区服

务时间最长的“时光伙伴”代表亮

灯，并邀请广大社会公众关注和参

与“沪助养老时光汇”项目。活动展

示和宣传了“沪助养老时光汇”项目

试点成效，为下一步在更多区推行

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沪助养老时光汇”项目是上

海市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有益

补充，原为养老服务“时间银行”项

目，于2019年启动试点，今年6月

更名为“沪助养老时光汇”。该项

目坚持“互助性、社会性、公益性”

原则，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尤

其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

形成互助养老的良好氛围。鼓励

青年志愿者参与，并可将时间币赠

与满足服务对象条件的直系亲属，

也可将时间币捐赠到平台统一的

公益账户，用于需要帮助的特殊老

年人群体。

目前，“沪助养老时光汇”已在

虹口、长宁、徐汇、普陀、杨浦、浦东、

静安、崇明8个区进行试点。有意

参与服务者可通过全市统一的“沪

助养老时光汇”微信小程序进行注

册和认证，成为“时光伙伴”。

小程序中，由老年人发布的服

务需求，分为情感慰藉、协助服

务、出行陪伴、文体活动、健康科

普、法律援助、培训讲座、指导防

范金融和网络风险以及其他个性

化、特色类服务九大类，“时光伙

伴”可以通过服务类别、所在区

域、服务时间等选择符合自身条

件的服务内容。试点3年多以来，

共注册“时光伙伴”10420人，完成

服务时长（时间币）129176小时，

共计服务老年人15851人。“时光

伙伴”以低龄老年人为主，50岁—

69岁的占比近60%，50岁以下的

中青年志愿者占比约11%。市民

政局表示，将不断完善项目政策

体系，推动在全市实施“沪助养老时

光汇”项目。

上海已有逾万名“时光伙伴”
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时长超12万小时

浦东首个以农村集体土地开发的保障性租赁房项目今奠基

张江科学城将现乡村人才公租房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北部毗

邻张江总部经济园，西部紧邻村民

集中居住区，集居住、商业、社区食

堂于一体的乡村人才公租房将在张

江科学城出现。

今天上午，张江镇环东中心村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奠基，这也是浦

东首个以农村集体土地开发的保障

性租赁房项目。未来，这里将提供近

500套、以小户型为主的人才公寓。

开放共享 城乡融合
在环东村村委会，张江镇环东

中心村党总支部书记薛黎荣指着区

域微缩模型向记者介绍，“环东村北

部是产业集聚的张江总部经济园，

西部是环城绿带的环东乡村公园，

也是不少村民居住的地方。未来的

乡村人才公租房将建设在东部区

域，是将原来的旧厂房拆除后规划

重建的。”

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7353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2632

平方米，规划套数约500套，总投资

估算约1.5亿元。

“项目的设计理念为‘开放共享、

城乡融合’，目的是实现乡村功能与

科技人才居住功能的有机融合，使张

江科学城核心区和张江总部经济园

从业人员享受到工作在此、学习在

此、生活在此的综合服务，提升创新

创业人才的生活品质。”同时，项目可

促进社会就业，成为振兴村集体经济

的重要产业支柱。“原来厂房租赁一

年租金在40万元至60万元之间。现

在调整重建后，预计一年租金在700

万元左右，增加的收益可反哺村民，

社区食堂等配套设施也可以提升当

地村民的生活品质。”薛黎荣说。

服务张江科学城发展
“这个项目的建成，首先是服务

张江科学城发展的需要。”张江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李灿介绍，年轻的张

江科学城“活力四射”，从业人员20

岁到30岁的比例占30%左右，住房

成为他们的“刚需”。仅张江总部园

建成后，未来几年就将有2.5万至4

万人逐步导入。同时，乡村也在寻

找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发展之路，

该项目的主要特点就是“3个集”：集

体建设用地、全额使用集体资金、建

设集中居住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去

年年底项目启动论证，今天正式落

地，预计后年上半年建成。”

据了解，项目从定位上由政府

引导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多主体

投资、多渠道供给，主要解决新市

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项

目参照宿舍标准设计建造，按照本

市保障性租赁住房要求管理，入住

者可以“拎包入住”。

在设计方面，通过底层空间打

造丰富多彩的共享公共领域，营造

“去孤岛化”居住态势，建设布局上设

有社区食堂、文化活动室、公共客厅、

阅览区等公共空间，打破青年人的社

交圈层壁垒，并满足周边居民设施共

享、服务共享、文化共享的需求。

在配套设施方面，除居住用房

外，还设有单独一幢二层的配套用

房，提供商业空间、公共休闲活动空

间、健身房、物业用房、用户配电房

等。地下设置一层双车道出入停车

库，共有100多个车位。

“张江镇还将持续加快推进保

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建设，努力践

行‘宜居、宜业、宜游、宜乐、宜人’的

区域发展理念，为实现乡村振兴而

积极先行先试。”李灿说。

交通银行成功完成首单油气贸易
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

2023年10月27日，交通银行成功完成首单油
气贸易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标志着交行在
“扩大数字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应用”方面又迈出坚
实一步。

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

台达成进口近100万桶原油的交

易，并首次采用双边模式数字人

民币跨境支付，金额近 6.7亿人

民币。交通银行获悉企业数字

人民币结算需求后，立即成立专

项小组迅速推进，并充分发挥境

内外联动优势，交通银行上海市

分行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交通

银行（香港），与上海石油天然气

交易中心通力协作，创新性采用

双边模式进行企业数字人民币

跨境结算，顺利完成大额数字人

民币跨境支付业务，获得境内外

企业的高度肯定。此单业务的

成功落地，也得到中国人民银行

数字货币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总部、上海市商务委、上海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的指导和支

持。

采用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一

是可以降低支付成本，提高跨境结

算效率；二是可以提升交易透明

度，全程可跟踪和追溯，优化监测

手段；三是可以拓宽清算渠道，提

高跨境支付的安全性；四是有助于

加强央行间数字货币合作，加快推

进人民币国际化。

作为唯一总部在沪的中管金

融机构，交通银行高度重视数字人

民币跨境结算工作。2022年8月，

交行作为首批试点银行之一，成功

完成十余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跨境结算试点业务，场景主要涉及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个人赡家款

等。

下阶段，交通银行将在中国

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依托强大的

海内外网络以及现有的数字人民

币基础设施，大力推进数字人民

币跨境结算工作。积极响应粤港

澳大湾区、RCEP协定等重大战略

和“一带一路”倡议，将数字人民

币结算沿“周边化-区域化-国际

化”路径有序扩大试点区域。同

时，不断丰富数字人民币跨境支

付的应用场景，从传统国际贸易

扩展到外贸新业态，为稳外贸稳

外资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做出积

极贡献。

创新性采用双边模式
进行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

大力推进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工作
丰富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应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