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居民正在尝试爬楼机带来的

便捷 见习记者 陈梦泽 摄

! ! ! !本报讯（通讯员 王奇伟 记者
袁玮）老公房没有电梯，老年人上下
楼梯的难题怎么解？徐汇区徐家汇
街道尝试用爬楼机代步，虽使用效
果不错，但因知晓度不高，而且缺少
专业操作人员，推广尚有难度。
徐家汇街道仍有不少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建造的老公房。这些房屋
楼道狭窄，无法加载电梯，每天“上
上下下”成了住在里面的老年人和
残疾人的烦心事。今年 !月，市残疾
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开始生产爬楼
机，徐家汇街道成为本市首批试点
使用社区之一。街道社保科赵峰介

绍，目前街道王家堂、虹二、陈家宅、
南丹、零陵等居委都配置了厂方捐
赠的爬楼机，实际使用效果也不错。
几天前，有位妇女向虹二居委求助，
希望派人送她丈夫去医院吊针。她
丈夫下半身瘫痪，出门不便。现在有
了爬楼机，比过去省事多了。
记者昨天在王家堂居委体验了

爬楼机登楼的滋味。这款爬楼机看
上去像普通的轮椅，爬楼时背对楼
梯坐好，身子后倾，操作人员启动按
钮，底座下的支架慢慢撑起，把两只
小轮子移至上一级台阶，然后依次
爬上去。尽管爬楼时并不怎么颠簸，

速度也可自控，但初用者仍难免有
点“吓丝丝”。陪同的居委干部告诉
记者，“这儿的老公房楼道都较窄，按
规定台阶宽度为 ""厘米，这幢楼只
有 #$厘米，使用起来不太得心应
手。”居委主任劳金芳说：“爬楼机对
残疾人和老人肯定是件好事，但机
器自身较重，需要专业人员操作，每
次使用都要厂方派专人上门辅导。”
据悉，由于使用率较低，生产爬楼机
的厂家已到街道查看试点情况，表
示会针对居民的建议改进方案，把
好事做好。（相关视频见新民网
!!!"#$%&'%"(%）

! ! ! !“十一”前夕，市人大常委会透
露，本市将启动老年护理保障试
点，探索依托基本医保制度，对经
过评估达到一定护理需求等级的
高龄老人试行居家护理费用医保
支付政策。在医保支持居家护理之
外，怎样的护理保险制度既能让财
政付得起，又能适应老龄化的现实
需求？今天上午，记者从在沪全国
人大代表专题调研中获悉，居家护
理“两条腿走路”更有前途。

6.7%沪籍老人
失能半失能

在沪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
“"&#"年关于我国特大型城市应对
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调研报告”显
示：解决老年护理需求，已是应对

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一环。
目前，沪上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约占沪籍老年人口的 '(!)，老年护
理问题尤为突出。"&&$年以来，市人
保局牵头开展“老年护理保障计划”
调研，形成了较为成熟可行的操作
方案———整合现有的家庭病床、居
家养老、机构养老等养老服务资源，
对一定年龄以上、因病或生理功能
衰退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经评估达
到一定护理等级的城乡老年居民，
给予老年护理费用专项补贴。

近阶段，本市拟从 *&岁以上、
护理需求达到中、重度失能老人起
步，选择部分区县、街镇试点居家
护理医保支付。补贴经费可由医保
基金和个人两方负担。其中，经济
困难老人的个人负担部分由政府

给予一定补助。根据情况逐步增加
政府投入，研究建立老年护理专项
基金。“但这个方案存在筹资渠道
单一、医保基金使用、护理资源整
合等障碍，落实起来难度不小。”全
国人大代表张喆人认为，居家护理
需要商业保险介入。

财政支持商业保险
可兼而有之

上海早在 #$!$年就进入老龄
社会，但直到近期才出现专业的居
家照护机构。
今年 +月，“*&后”张军在沪上

开出第一家民企性质的专业居家
照护机构，目前这样的机构沪上有
,家。张军服务的老年家庭从最初
的 #&来户发展到如今的 ,&多户，

这些老人中，$&)以上都需要专业
照护。而且，这些老人都达到了每
月 +&&&!-&&&元的中等收入水平。
“要先有专业机构提供照护服

务，然后商业保险才有支付对象。”
张军说，这种保险是老人花钱买保
险，保险公司为老人获得照护服务
埋单，钱是付给专业照护机构的。

在养老专业领域，人们普遍认
为，借鉴别国经验，我国试行财政
支持和商业保险兼而有之的护理
保险制度更为可行———通过专业
评估，让经济困难老人得到财政支
付的照护保险，非困难老人通过商
业保险得到照护服务。为此，在沪
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报告建议
国家给予上海先行先试的政策，积
累经验。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本市将试点居家护理费用医保支付，在沪全国
人大代表专项调研建议———

老年护理宜“两条腿走路”

老公房居民用上“爬楼机”
徐家汇街道成本市首批试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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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刘珍华）为更好
地反映和采纳市民群众的合理建
议，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会同市
政府相关部门修订了《上海市 "&#"

年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
房）供应标准》，放宽了 "人申请家庭
的供应标准，即 "人申请家庭可购买
一套两居室住房，其他供应标准不
变。该政策已于近日公布，并在按照
"&#" 年准入标准申请共有产权保
障住房的供应工作中实施。

本市主要根据申请家庭人数，
并兼顾住房困难缺额面积因素，确
定申请家庭的准购户型。从全市 +

个批次的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供
应工作实践来看，这一政策总体上
可以满足申请家庭的基本住房需

要，但也有部分市民群众反映，"人
申请家庭的供应标准为一居室，这
个标准偏紧，建议放宽。如有些两
代成年异性的 " 人申请家庭具有
分室居住的要求，购买一居室住房
将会在生活中造成一定的不便；一
些新婚夫妇的 "人家庭，日后有生
育需求，一居室住房无法满足人口
增加后的需要等。同时，本市共有
产权保障住房在房源供应上也有
条件满足这些要求。基于以上考

虑，市有关部门采纳市民的合理化
建议，调整 "人申请家庭的供应标
准，既可以合理满足 "人申请家庭
的购房需求，也可以进一步完善保
障性住房供应政策。另据了解，市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正根据年度
工作目标，积极推进今年共有产权
保障住房摇号排序和选房等工作。
上月，黄浦、徐汇和青浦等区已率先
启动了摇号排序工作，其余相关区
县将于本月底前基本完成摇号排序

工作。本月开始，各区县将陆续开始
组织选房，并力争在年底前基本完
成购房签约。

相关链接

根据《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管
理试行办法》（沪府发!)**+")+号）
的有关规定，制订上海市 "&#"年共
有产权保障住房（即经济适用住房）
供应标准如下：

申请购买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按照下列标准供应———
! 单身申请人士#购买一套一

居室$

! ) 人申请家庭或者 , 人申

请家庭#购买一套二居室$

! -人及以上申请家庭#购买

一套三居室$

! 申请家庭人员较多%申请家

庭人员代际结构较复杂或者经区

&县'住房保障机构同意%申请家庭

将原有住房交政府指定机构收购

的#区&县'政府可以酌情放宽住房

供应标准# 相关标准应当报市住房

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备案$

申请家庭或者单身申请人士可

以根据自身情况和房源供应数量#

选择申请购买较小的房型$

本市放宽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标准

2人申请家庭可买一套两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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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讯 #"+,-

市民服务热线昨天上
午 * 时开通试运行，
本市原有的 "+&多条
各类政务服务热线集
中到一个平台，涉及
政府公共管理、公共
服务方面的非紧急类
咨询、求助、投诉和建
议，只需拨打一个号
码。上午 ##时许，市
委副书记、市长韩正
前往 #"+,- 呼叫中
心，察看热线开通首
日运行情况。

在一楼大厅，韩
正和常务副市长杨雄
一行听取了情况介
绍。市民拨打电话后，
接听的热线受理员将
依据知识库信息直接
解答咨询类问题；不
能直接解答的咨询类
问题及求助、投诉和
建议，将通过内部系

统即时转交相关区县和部门办理；
相关区县和部门要妥善办理来电事
项并回复市民，同时把办理结果反
馈给市民服务热线。韩正说，#"+,-
市民服务热线是一个服务平台，更
是对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督。要让广
大市民知晓这个热线，通过热线的
接听、办理、回复工作，更好地服务
市民，同时促进政府把各项工作做
得更高效更实在。

#"+,-呼叫中心试运行期间设
"&&坐席，,'&名热线受理员，平均
年龄不到 +&岁。现场还有人保、民
政、工商、质监、环保、市容绿化等 #!

个委办局和供气、供水、供电单位的
工作人员，确保 #"+,-试运行期间各
部门协同工作的“无缝衔接”。除提供
普通话和沪语服务之外，#"+,-热线
还能够提供英语、日语、韩语、西班牙
语等外语服务。韩正希望各方面形成
合力，办好 #"+,-市民服务热线，服
务好广大市民群众，促进政府把各
项工作做得更好。


