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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市民读者诉求，记者多方细致采访后进行梳理——

家住浦东新区昌里东路650弄昌五

小区的居民杨先生向“新民帮侬忙”反

映，小区3号楼二楼的公共平台竟成为

个别业主的“私家苗圃”，有居民种植大

量蔬菜，导致平台上臭水外溢、臭气熏

天，邻居们根本无法开窗，日常生活受

到影响。

居民杨先生介绍，昌五小区1号楼

至5号楼的底楼均为沿街商户，楼栋朝

北的二楼位置是一处连接5栋居民楼的

公共平台。记者在3号居民楼的二楼平

台上看到，这里放置着20多个白色塑料

花盆和泡沫盒子，龌龊不堪的青黑色污

水满溢出来，直接流淌在平台上，阵阵

恶臭让人闻着直犯恶心。

采访中，多位居民讲，两年多来，二

楼的一户人家在泡沫塑料盒或花盆里

种上青椒、番茄、丝瓜、黄瓜等，还时常

浇肥施粪。“阿拉根本没办法开窗，成群

的蚊子跟苍蝇围着这些蔬菜飞来飞去，

赶都赶不走。就算关上窗户，腥臭难闻

的气味也会往家里钻，这样的日子实在

是让人受不了！”居民们表示，昌五居委

会和周家渡街道虽然已整治过多次，但

始终无法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反而有愈

演愈烈的趋势。

记者与昌五居委会取得联系。相

关负责人反馈，确实多次收到过居民的

投诉，目前正同当事人积极沟通。“对方

已初步承诺，愿意配合清理掉这些蔬

菜。”

公共平台的环境，到底何时

才能干干净净？居民的生活

何时能恢复如常？“新民

帮侬忙”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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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本报头版刊出《适
老化改造还缺点“吆喝”》的报
道后，引发许多老年人关注，
“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这么
好的惠老政策，阿拉也想申
请。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
给到阿拉更加详细的解释？”
针对市民读者向“新民帮侬
忙”发来的诉求，记者梳理出
七大问题，多方细致采访后，
整理了一份较为详尽的“实操
攻略”。

申请人需符合哪些条件？
据上海市民政局在2021年发布的《关于

全面推进本市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工作的

通知》，居住在本市60周岁及以上老人，可自

愿申请改造。

而对于“申请人的条件”，各区会有进

一步细化。闵行区等明确规定，申请改造

和申请补贴均“以家庭为单位”。而想改造

的房屋，需是自有产权或者长期居住权，且

房屋地址需在已实施改造工作的街镇辖区

内。执行对象范围为：老人本人拥有房屋

产权的；老人与子女住一起（有长期居住

权），子女拥有房屋产权的；甚至老人居住

的房屋是租住性质，经产权人（房东）同意，

亦可改造。

需要注意的是，申请改造的60周岁以上

老人不限上海户籍，但申请补贴则需上海户

籍。也就是说，非沪籍的老人申请，不享受

相关政府补贴，即全自费。

老人不会申请该怎么办？
申请“适老化改造”的途径主要有3个：

“随申办市民云”App（搜索适老化改造申

请）、微信公众号“上海市居家环境适老改造

服务平台”和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www.

shweilao.cn）。

根据政策，不太会操作手机和电脑的老

人，可委托子女等亲属、养老顾问、居村委会

工作人员等“代为申请”，申请页面上有“代

办申请”选项。

目前很多街镇都在积极推广“适老化改

造”政策。老人如不会线上申请，建议直接

咨询居委会，居委会干部获知老人改造意向

后，将代为申请。

申请后就能实施改造吗？
老人提交“适老化改造”申请获得通过

后，并不意味着申请什么，就改造什么。

采访中，多个街镇的老龄办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老人提交申请后，他们会通过“上海

市居家环境适老改造服务平台”看到相关申

请材料。街镇老龄办会初筛信息，以确定老

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享受多少比例的补贴。

申请获得通过后，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

会派单给相关改造企业进行上门勘查，并与老

人做进一步沟通。上门勘查是重要一步，判定

老人申请的项目能否落地。其次，根据老人改

造意愿，提供专业意见。改造方案可能会随

着勘查结果发生变化，包括改项或撤销。

改造企业根据房屋条件、老人意愿等，

拟定改造方案，经双方确认后签订合同。如

最终未达成共识或情况有变，老人可撤销改

造申请。

“服务包”包含哪些内容？
改造内容主要有三类：基础产品服务

包、专项产品服务包和个性化产品服务包。

基础产品服务包价格3000元，主要是满

足老年人家庭基本适老化需求，包括根据肢

体支撑需要，安装易于抓握、手感舒适的扶

手和抓杆类产品；根据地面防滑处理需要，

安装防滑贴、防滑垫等产品；根据紧急呼救

需要，安装易燃气体和火灾自动监测报警、

防灾应急装置等老年安全防护产品。记者

了解到，目前选择“基础包”的老人最多。

专项产品服务包价格9900元，主要是针

对浴缸洗浴不便且不安全的问题，提供“浴

改淋”标准化套餐服务，包括浴缸拆除、防滑

处理、淋浴及助浴设备安装等服务。

个性化产品服务包，主要是满足个性化

居住环境要求，提供智能家居类、健康监测

类等产品及服务，以及老旧电气线路改造等

局部或全屋适老化改造服务。

在“随申办市民云”App“搜索适老化改

造申请”，可选的计划改造区域还有：卫生间

整体改造、厨房整体改造、厨房卫生间整体

改造、墙面焕新、全屋装修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单独就房屋局部维

修、损坏物件更换、墙壁地砖修补、家电家具

配置等物业类、装饰类、代办类服务，均不在

适老化改造范围。

改造流程需要多长时间？
记者查询到，目前“上海市居家环境适

老改造服务平台”公示的服务供应商有32

家，产品供应商38家。

根据通常的改造流程，老人如选择“基础

产品服务包”，可根据需求从12件（或12+）产

品中选择6件产品自由组合，如安装扶手和抓

杆、防滑贴和防滑垫、适老智能马桶盖、燃气

和火灾自动监测报警器、紧急呼叫器等老年

安全防护产品。在不同街镇，产品可能有些

许差异。完成安装只需0.5—1天。

专项产品服务包主要提供“浴改淋”标

准化套餐服务，施工面积在1.5平方米以内，

包括旧浴缸拆除、防滑处理、淋浴及助浴设

备安装等服务，工期在10天左右。

个性化产品服务包（25000元以上）可以

提供系统性的局部或全屋适老化施工改造

服务，提供智能家居类、健康监测类等产品

及服务，改造需时15天。

补贴多少应该如何计算？
改造完成后，由街镇上传相关材料。老

人先行支付相关费用，后期可以申请补贴。

根据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全面推进本市

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工作的通知》，每户家

庭最高补贴额度为3500元（注：其中500元

为补贴给改造企业的上门费和评估费），“产

品服务包”最高补贴3000元。

该《通知》还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

老年人，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年满80周岁

且本人月收入低于上年度城镇企业月平均

养老金的老年人，分别按照实际改造费用的

100%、80%、50%进行补贴；经上海市老年照

护统一需求评估具有二级及以上照护等级

的老年人，或经街镇审核认定的无子女、独

居、纯老家庭的老年人，按40%补贴。

在实际操作中，老人享受的补贴，除统一

的“市级补贴”外，不同街镇可能还有差异化的

额外“街镇补贴”。这使得每户老人家庭享受

的补贴总额往往能够突破3000元。比如在闵

行区莘庄镇等，特殊困难老人叠加镇级补贴之

后，可享补贴总额上限可达到6000元。

无法“先行支付”怎么办？
“补贴政策”主要依据“先支付”“再补

贴”的原则执行，那么有些老人生活困难，无

法先行支付，怎么办？

对于低保、低收入等在支付上存在困难

的老年人，可由服务供应商（改造企业）先行

免收补贴部分，待改造结束后，由区民政局

或街镇将补贴资金支付给服务商；也可由区

民政局或街镇协调热心资助适老化改造项

目的基金会代为将补贴部分支付给服务商，

待改造结束后由区民政局或街镇将补贴资

金拨付给基金会。

那么，补贴又是如何领取的？改造完成并

通过验收后，由街镇上传相关申请补贴的材

料。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享受的补贴发放到敬

老卡，65岁以下老年人享受的补贴发放到社保

卡，特殊情况也可发放至老年人指定的个人银

行账户。申请人在提出适老化改造申请之后

身故的，若改造已开始施工，可正常进行补贴

发放，发放至家属指定的个人银行账户。

此外，对于“同户家庭”的“二次适老化

改造”，申请“二次补贴”的细则，相关部门尚

未公布。

本报记者 陈浩

■ 老人家庭改造后的淋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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