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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近日，

一条“市政府对上海60岁以上老年

人每天发放2元助餐补贴”的消息

在网络上被大量转载，许多老人理

解为上海老年助餐补贴将会以现

金形式直接发放到敬老卡或社保

卡内。

针对这一消息，上海市民政局

回应：“目前，本市没有全市统一的

助餐补贴标准。各区、各街镇结合

实际，制定本区域的老年助餐补贴

政策。老年助餐补贴均不以现金

形式直接发放。”

目前，上海已建成长者食堂近

400家，老年助餐点超1600个，日

均供餐能力近20万客。上海各区

各街镇的老年助餐补贴一般为两

种方式：补贴或折扣。两者对于上

海户籍老人而言区别不大，都可在

长者食堂就餐支付时享受优惠。

但具体优惠折扣、补贴对象条件、

补贴标准、补贴形式都不太一样，

要以申请地所在街镇的具体政策

为准。

例如，有的长者食堂60岁以上

老人就可以用社保卡享受优惠，有

的则需要刷敬老卡享受优惠，办卡

年龄65岁就成为了优惠起点。又

比如，某区的标准是每餐补贴2元，

而该区某镇又在这一基础上叠加

补贴2元，在该镇长者食堂就餐，符

合助餐补贴标准的老人，每餐就可

享受4元的补贴。

4月1日，由市民政局、市财政

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出台

《关于推进本市老年助餐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实施。社

区长者食堂对于本市户籍老年人和

常住本市的外省市户籍老年人，给

予同等优惠折扣。本市户籍的人户

分离老年人，可以选择户籍地或常

住地享受补贴。这也意味着，上海

养老助餐已实现“补贴跟人走”。

目前，有两种方式申请老年助

餐补贴，一是打开“随申办”App，搜

索“老年人助餐补贴”；另一种，是

在线下前往街镇“一门式”社区事

务受理平台办理。

老年助餐政策问答

● 哪些老年人可以到社区长
者食堂用餐？本市社区长者食堂
面向全体老年人服务，有需求的老

年人均可前往社区长者食堂用餐。

● 当前老年助餐优惠或补贴
有哪些形式？目前，各社区长者食
堂对于老年人有一定程度的优

惠。优惠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直接打折的方式，还有一种是直接

减扣一定金额的形式。

● 哪些老年人可以享受助餐
优惠或补贴？各区、各街镇结合实
际对本区域的老年人实施助餐优

惠或补贴政策。具体补贴对象的

条件、补贴的标准、补贴的形式由

各区、各街镇自行制定和实施。

上海市户籍的老年人，可以选

择在居住地所在街镇的社区长者

食堂就餐，按照居住地所在街镇的

政策享受折扣优惠或助餐补贴。

特别提醒：老年助餐补贴均不
以现金形式直接发放。

本报讯（记者 屠瑜）为实施
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近日，市医保

局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

生健康部门印发《关于将部分治

疗性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

保、工伤保险支付范围的通知》，

将“取卵术”等12个辅助生殖类

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

围，自2024年6月1日起执行。

前期，根据国家医保局有关

立项指南要求，综合考虑医院发

展和患者负担，市医保局对本市

现行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进

行规范，优化整合为“取卵术”等

17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

目。其中，12个项目纳入本市医

保支付范围，涵盖取卵术、取精

术、人工授精、胚胎培养、胚胎移

植等必要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

这一惠民政策的实施将大幅

减轻患者医疗负担，预计每年可

为参保人员减轻负担约9亿元。

下一步，上海医保部门将继续落

实国家要求，实施积极生育支持

政策措施，完善辅助生殖类医疗

服务立项和医保支付管理，并加

强部门协同，推动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

套衔接，共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金志刚）据铁路上海

站（下辖上海站、上海

南站、上海虹桥站、上

海西站、南翔北站、安

亭北站、安亭西站、上

海松江站、松江北站、

金山北站）介绍，自今

天起，沪昆高速线松

江南站更名为上海松

江站，沪昆线松江站

更名为松江北站；这

两座车站已完成站名

牌及相关引导标识的

更换工作，同时今天

起发售上海松江站、

松江北站车票，预售

期恢复到15天。

据了解，新建上

海经苏州至湖州铁路

线路名称为沪苏湖高

速铁路，简称“沪苏湖

高铁”，全线设上海虹

桥（既有）、练塘、上海

松江、苏州南、盛泽、

湖州南浔、湖州东、湖

州（既有）8座车站，

其中上海松江站为原

松江南站改扩建、更名而来。

上海松江站位于上海市松江区，

在原松江南站站房北侧。新站房候车

厅为高架候车厅，站房建筑面积达6

万平方米，设计最高聚集人数5000

人。站场规模为7台19线，加上原松

江南站2台4线，总规模为9台23线。

上海松江站目前已全面进入主体结构

和钢结构施工阶段，建成后是上海除

了上海虹桥站、上海东站的第三大车

站，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海西南门

户枢纽。

沪苏湖高铁正线全长约163.8公

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通上海、苏

州、湖州等长三角重点城市。沪苏湖

高铁预计今年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

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

区域路网布局，有效疏解沪杭、沪宁铁

路通道运输压力，对于促进沿线经济

社会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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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助餐补贴不是发放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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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门口也能亲近“自然”
生境博物馆在长宁绿八居民区开馆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 小鱼游弋，植物翠绿，社区湿地被搬进生境博物馆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上海植物园自然教育中心今天启动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今年

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

“BepartofthePlan”，即“生物

多样性，你我共参与”。为进一步

发挥植物园空间对城市生物多样

性研究与自然教育传播的功能，

今天上午，上海植物园自然教育

中心（以下简称“自然中心”）正式

启动并投入试运营。

在上海植物园4号门处，一座

崭新的自然中心已落成。记者看

到，中心内设置了生物多样性相

关的多个展区，不仅有种子实物、

展板海报等内容，还有翻翻乐、桌

游等互动游戏。尤其在城市与生

物多样性板块，对于物种入侵、大

气污染等每一类冲突都提供了改

善的实例，发人深省。二楼则是

“自然教室”，今后园方将在这里

开设各类自然教育相关课程。

据园方介绍，自然中心今后

将定期举办以自然和生物多样性

为主题的展览，开发一套涵盖不

同年龄段和知识背景人群的自然

教育课程体系，开展讲座、工作

坊、户外教学、自然观察等各类教

育活动，并培养一支了解生物多

样性保护知识的志愿者队伍参与

中心的运营。同时，中心今天也

发布了一系列自然教育活动，包

括夜间观察系列、园艺美育体验

系列、放“青”松计划、植物侦探系

列、碳足迹规划师夏令营等。

上海植物园从建园起就一

直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

究工作，现在已迁地保育珍稀濒

危植物72科153属341种，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201种，

IUCN红色名录受威胁物种261

种。园内如同一座为万千植物搭

建迁地保护的“绿色方舟”，集聚

了宝华玉兰、苦苣苔珍品、长叶

云杉等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濒

危植物。

丰富多样的植物也吸引来形

形色色的“动物邻居”，令园内成

为上海城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区域之一，至去年底已记录到野

生鸟类153种、两栖动物5种、爬

行动物9种、哺乳动物7种。

目前，上海植物园和辰山植

物园正一起创建国家植物园，希

望通过自然教育中心的建立，不

断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地作用，推

动社会各界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变

化的关注及保护。

本报讯（记者 屠瑜）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

性日。上午，位于长宁区新泾镇绿八居民区的生

境博物馆开幕。该馆紧邻荣膺“联合国COP15生

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的乐颐生境花园，

占地600平方米，是集“生境”“博物”“社区”于一

体的生态研习、自然科普、惠民共享中心。

开馆当天，以“邂逅山海”为主题的生境艺

术复原展正式和公众见面。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山海经》被誉为“博物之书”，此次展览以

《山海经》中的神兽为蓝本，结合自然、环境要

素，以《山海经》中的神奇世界为灵感，从生物多

样性角度出发，创新展示中国经典古籍《山海

经》的生境。

生境博物馆的开馆，为公众提供了一个了

解和欣赏本土生物多样性的新窗口，让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够参与触手可及的“自然课堂”。今

后，生境博物馆将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

教育普及工作，通过动态优化专业展陈设施、融

合创新生境主题系列产出、挖潜培塑专业与自

治团队人才资源、多种应用场景推动科普宣传

等方式，致力于提升城区生物多样性认知水平，

让公众深入了解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